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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 亚 

公元 上 世纪 宁 叶 , 适 值 罗马 帝国 如 日 初 升 ,其 权势 似乎 达 

到 了 极点 。 在 它 的 东方 行 省 的 圣 城 敢 攻 撒 答 ， 一 位 以 表 世 主 

的 口 哆 传播 上 帝 福 音 的 犹太 青年 耶稣 面 对 从 人 说 了 一 知 在 当 

时 并 没有 引起 特 缠 注意 的 话 :“ 恺 撒 的 物 当 归 给 们 撒 , 上 帝 的 

物 当 归 给 上 帝 。 "史料 给 我 们 二 殿 的 当时 的 语 境 是 , 子 稣 被 迫 

回答 一 个 是 理应 该 向 皇帝 缴 税 的 具 伍 难题 ， 但 隐 稣 所 和 伐 的 加 

答 的 意 文 却 远 丰 止 手 此 ， 它 表达 了 一 种 新 的 政 请 态 庶 。 必 为 

一 个 警 枉 世人 认识 现实 生活 的 徘 恶 . 导 如 人 们 版 依 上 帝 ,人 所 求 

天 国 太 福 的 和 人 ,如何 对 待 荐 俗 的 政治 经 力 和 入 们 的 世俗 头 和 劳 ? 

各 天 宗教 的 创始 人 都 而 对 著 这 个 此 岸 与 第 岸 关 系 的 难题 ， 然 

而 耶稣 的 态度 却 与 你 不 同 :他 不 是 将 天 国 与 世俗 合 一 ,神权 与 

政权 融合 ;也 没有 以 彼岸 完全 否定 此 岸 , 芍 动 隐 通 或 反叛 ;而 

是 将 两 者 分 开 , 划 出 各 和 的 领域 , 表 定 两 者 的 价值 。 

枉 



各 2 

从 人 类 政治 意识 发 展 吕 的 前 诬 考 察 . 那 稣 这 铝 平 实 的 话 

语 表 达 的 是 一 种 全 新 的 观念 ， 我 们 这 星 称 它 为 “二 元 政治 

观 ”。 它 一 方面 挑 成 极端 的 神权 政治 和 极权 的 世俗 收治 传 

统 ， 另 方面 拒 移 了 消极 通 世 的 演 教 传统 。 它 提出 了 一 种 新 

的 政治 模式 的 基本 拓 则 ， 即 在 彼岸 与 此 岸 、 精 神权 力 与 世俗 

权力 、 教 会 与 国家 、 上 帝 的 物 与 恺 撒 的 物 之 间作 出 区 分 ， 在 

肯定 前 者 优越 性 的 同时 ， 划 出 两 者 各 和 白 的 大 致 范围 ， 并 使 遇 

者 保持 某 种 张力 和 和 当 寸 弹性 的 平衡 。 丁 方 政治 史上 告 放 我们， 

翰 稣 的 话语 似乎 判定 了 教会 与 世俗 国家 随 者 的 历史 命运 : 息 

带 来 教会 与 丽 家 的 双 雁 并 立 。 一 方面 ， 教 会 在 世俗 社会 应 藉 

担 起 责任 ， 掌 斑 精 神权 力 和 深 数 生活 领域 ， 托 御 直 俗 国 家 的 

侵犯 ， 并 以 社会 道德 权威 的 名 浆 对 世俗 统治 者 进行 监督 : 坊 

一 方 夯 ， 国 家 却 要 退出 精神 领 式 ， 满 足 于 世俗 的 政治 角色 ， 

同时 也 抵御 教会 建立 极端 伴 售 政治 的 籁 望 。 如 采 说 人 类 政论 

蚌 想 史上 曾 有 一 杀 话 改变 了 历史 ， 暑 造 了 一 种 政 苔 文化 的 精 

神 和 人 性 格 的 滞 ， 那 么 这 句 语 就 是 。 

死 论 耶稣 是 否 上 帝 的 道成 肉身 ， 他 的 确 非 同 凡 啊 : 无 论 

大 们 是否 相依 耶稣 是 救世 的 基督 ， 他 的 确 改 变 了 上 大 类 了 榴 角 

运 。 从 社会 科学 的 实证 观念 出 发 来 看 ， 耶 稣 这 句 语 能 有 如 此 

的 影响 ， 在 于 有 庆 数 的 人 诬 信 他 是 上 帝 的 道成 肉 导 ， 是 救世 

的 基督 。 所 以 ， 他 的 话 成 为 金 口 玉 言 ， 他 的 训 束 化 为 干 万 人 

的 信 伸 。 当 基督 徒 高 奏 凯 歌 征 服 了 罗马 帝国 的 时 候 ， 当 他 们 ] 

和 将 十 字 架 擂 饥 西欧 日 耳 曼 蛮族 国土 的 时 候 ， 他 们 也 将 这 种 伟 

仰 这 深 植 人 西方 政治 文化 传统 。 在 西方 人 约 三 于 年 的 文明 史 

上 ， 有 一 千 多 年 是 基督 教 的 时 代 。 在 这 一 干 才 年 中 ， 大 们 按 

耶稣 传播 的 教 广 和 价值 观念 定义 自己 ， 审 视 政 治 生 活 ， 构 建 

社会 秩序 ， 确 立 政治 关系 。 基 督 教 的 信介 统 治 一 切 ， 渗 人 各 

个 领域 。 在 这 -- 王 窗 年 中 ， 二 元 政治 观 是 西方 思想 界 鼎 统 褒 



邮 位 的 政治 亚 ， 是 西方 人 的 共识 。 它 航 一 代 代 学 月 们 所 认 

吕 ， 是 神 党 家、 法 学 家 和 路 和 治 思想 家 们 政治 论争 的 共同 基 

氮 1 它 外 化 为 一 种 稳定 的 政治 和 秩序， 表现 为 教 近 与 王权 并 列 

的 二 元 化 权力 结构 : 它 还 透 人 普通 基督 徒 民众 的 政治 心理 ， 

成 为 他 们 的 政治 价值 上 取向、 政治 态度 和 政治 情感 特征 ， 形 成 

种 这 层 的 政治 文化 积 省 ， 

基督 教 二 元 政治 观 的 流行 ， 极 大 地 改变 了 凸 方 政 治 发 

展 的 六 阿 ,重新 塑造 了 西方 政治 文化 的 精神 和 性 格 。 如 美国 

善人 名 政治 思想 吕 学 者 章 治 : 萨 拜 四 所 说 ， 基 上 教 会 的 兴起 

是 “西欧 历史 上 最 革命 的 事件 ”。01 这 次 革命 表现 在 许多 领 

域 , 承 对 西方 政 涪 思想 和 政治 文化 的 影 咱 而 言 , 它 的 集中 表 

现 就 是 引进 了 这 种 二 元 士 尽 的 政治 观念 。 

在 基 芝 教之 有 前， 声 典 时 代 的 西方 人 追求 统一 与 和 和 谐 。 在 

他 们 的 观念 中 ,整个 宁 宙 是 一 个 巨大 的 统一 整体 ,内 部 存在 着 

完美 的 和 谐 。 城 邦 与 人 类 社会 是 宇宙 秩序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 ， 

所 以 ,自然 界 和 宇宙 妆 的 和 谐 关 系 也 透 人 人 类 社会 ,人 们 以 月 

然 秩 序 为 范本 . 调 更 或 厅 合 社会 政治 关系 ,使 人 类 秩序 实现 内 

在 的 统一 忆 和 谐 。 这 是 他 们 的 政治 价值 观念 ， 纪 是 他 们 | 的 政 

治 审美 观 您 。 

但 是 , 当 基 督 教 信 侧 取 得 西方 文化 的 主导 权 之 后 . 便 将 其 

二 元 主 关 的 政治 观念 带 给 西方 社会 ， 从 而 给 西 方 社会 带 来 深 

基 的 一 元 裂变 。 

一 无 虱 变 的 基础 是 对 天 及 人 的 生活 的 .元 化 解析 :， 人 被 

解析 为 灵 玫 与 岗 体 两 个 部 分 ， 而 人 的 生 洒 也 被 分 解 为 宗教 生 

条 气 世 众生 活 、 天 和 营 与 侍 贡 、 彼 岸 与 此 岸 赣 个 领 戚 利 两 种 境 

界 。 从 人 的 一 重 性 观念 出 发 ,…- 道 鸿沟 将 社会 加 成 两 半 :社会 

[It 乔 和 兴 ' 萨 天 困 :4 政治 学 说 空 ?3, 感 昔 折 . 崔 录 因 译 . 商务 印 具 馆 、1985 十 .第 

23232 而 。 

] 温 

草 



六 束 种 灿 吉 Fr 击 

被 分 裂 为 两 种 秩序 或 两 个 等 级 , 即 教士 { 属 闪 等 级 ) 与 平 信徒 

( 属 址 等 级 )] ;社会 组 织 被 分 代为 坟 会 和 国家 ;政治 权力 体系 被 

分 裂 为 精神 权力 与 世俗 权力 . 教 权 与 王权 ,他们 分 别 由 教导 与 

呈 帝 、 主 教 与 王公 掌管 ;法 律 体系 也 -分 为 二 , 即 教 会 法 和 志 

俗 法 ,在 理论 上 ,它们 都 要 服从 神 法 和 上 站 然 法 ;而 司法 权力 也 

有 商人 个 中 心 , 即 主教 法 庭 和 领主 法 庭 (或 王室 法 庭 ) ;相应 地 ， 

人 的 社会 角色 也 被 分 措 为 教徒 与 臣民 (会 民 )。、 这 便 是 址 并 教 

在 西方 确立 的 焉 治 秩序 :政治 权 万 驱 贬 对 峙 ,政治 资源 一 水 分 

流 ， 普 通 民 姑 一 仆 二 赴 。 这 种 社会 的 二 元 腹 变 有 一 系列 的 琢 

象 符 号 :在 每 个 周 家 , 都 形成 和 王冠 与 鞋 扫 两 个 焦点 ; 欧 订 大 地 

被 封建 订 园 的 护栏 与 禾 道 院 的 围墙 所 分 制 ; 贵族 的 城 作 与 证 

教 的 教堂 在 欧洲 上 空 双 哮 对 峙 ;骑士 与 圣 徒 同时 成 为 诗人 了 距 

歌 的 合 像 …… [1 

在 基督 教 统 税 的 一 千 才 年 中 ， 这 一 系列 的 一 死 裂 灾 旦 曲 

方 社 会 冲洗 与 秋 序 、 和 非 亚 与 蔡 狐 、 思 辩 的 理性 和 创 闭 性 泪 悄 

的 根源 。 旭 果 阅 “和 宗 示 足 历史 的 钥匙 阿 于 顿 和 ,于 么 -无 

政治 观 则 中 理解 基督 教 特 别 是 共 政 褒 折 学 的 铀 此 ， 基 督 教学 

者 的 政治 患 考 都 是 朵 绕 着 上 述 :元 英 么 展 升 的 。 一 匹 焉 治 观 

作为 一 种 新 的 贡 维 模式 ， 设 定 了 夫 闪 教 政治 哲学 与 而 典 时 代 

完 伞 不 同 的 新 的 收治 哲学 士 题 、 新 的 政治 理论 中 轴 以 及 区 

[IT 岂 :出 共 癌 孙 去 有 愉 相 了 癌 的 角度 电 描 述 了 中 谤 后 卫 欧 社会 的 -元 时 现 :二 国 续 

“和 过 是 景 禁 筷 二 交 隐 列 代 而 兵 是 电 和 有 坊 情 的 时 栈 . 再 让 生 肚 钼 底 和 让 证 

天 当 性 两 .同样 产后 赚 上 上 于 起 利 骑 十 理 看 .封建 虑 政府 状 恋 和 考生 下 匡 沉 何 、 

控 全 之 百 定 世界 利 会 业 管 世界 . 禁 衣 主 写 贡生 行为 和 牺 二 这 天 让 果 下 襄 1 的 

时 枚 一 一 这 全 有 时 和 代 丽 剧 了 站 下 的 着 个 辑 域 前 -并 洲 ,区 末末 大 现 毁 用 了 了 谤 用 

解决 的 问题 : 首先 是 把 党 芳 现 实 技 进 教 会 钓 关 卉 , 抬 上 村 生活 合成 术科 政 洁 

的 问题 "-【 别 朱 和 于 大 :自由 的 特 学 $,， 卓 点 详 . 广西 师 东 大 生 半 是 社 . 2001 

件 , 第 142 中，) 

12] 转 引 和 白 芍 黄 ， 表 部 曼 勤 妇 : 《和牛 沸 荐 皖 教 史 》 ,党 展 呈 等 评 . 催 州 大 展台 库 #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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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的 政治 学 语汇 ,LI 所 以 ,为 了 理解 基 芝 上 禾 政治 林学 ,从 其 一 

元 政治 观 人 手 . 也 许 是 -个 适当 的 途径 ， 

在 文艺 复兴 和 宗教 改 单 运动 前 推动 卜 ， 枉 方 社 会 起 上 了 

此 俗 化 的 道路 .这 鲜 :来 ， 基 督 教 所 坚 返 的 一 元 对 立 在 看 众 

化 进程 中 崭 赵 消解 :此 岸 现 实 成 为 人 们 关注 的 焦点 ,彼此 影像 

在 大 习 的 视 晤 中 悄然 远 逝 ， 个 大 巴 经 长 大成 加， 坚 求 独立 月 

主 , 上 帝 履 奔 了 干 参考 众 牛 活 的 权 思 ,从 尘世 中 隧 垦 ; 世 伦 上 上 

权 蓬 勃 向 上 , 步 步 扩张 , 教 权 大 网 不 振 , 历 屡 退让 。 与 些 间 时， 

政治 哲学 也 冲 役 了 基 普 教 神学 的 洲 稠 ， 思 想 家 们 开始 以 人 的 

眼光 认识 政治 现象 ， 愉 对 人 性 的 分 析 和 对 人 类 历史 和 现实 的 

人 经 验 观 察 中 引 审 出 政治 的 法 则 。 基 此， 求人 钱 和 使 人 建 们 说 过 竹 

么 己 经 不 重要 ,重要 前 是 人 的 感受 .欲望 和 要 求 。!2 政 治 秽 序 

退去 了 神圣 灵光 、 政 治 权 力也 控 陪 了 神 的 监护 某 营 教 的 - 

元 论 已 成 过 时 之 物 - 

然而 ， 二 元 政治 观 的 影 啊 并 没有 随 着 基 疹 教 时 代 的 放 道 

而 消失 ,在 基督 救 一 几 政 治 观 消逝 的 尽头， 大 科 在 到 一 种 朝 

[tl 吡 下 -斯 全 铺 指 出 :个 厅 会 确实 蝴 有 -种 新 条 富 的 最 可 竺 标志 , 旦 :在 新 

酒 六 -前 过 展 , 运 几 这 每 诺 和 汇 , 晤 下 人 入 地 几 明 和 计 论 这 种 观 章 - ”天 证 其 使 

霄 : 赤 册 和 伐 朴 将 岂可 的 基 吕 》. 僵 胜 起 等 证 . 尚 劳 针 书 馆 ,1989 千 . 第 9 贞 . 1 基 

下 过 的 确 创 造 了 一 全 全 新 的 政 箭 学 语汇。 

121 毕 央 自由 志 交 普 多 旺 清 教徒 或 自 斤 神 论 凋 。 二 市 是 了 于 其 加 起 说 外 的 最 让 玄 

撞 .是 世 经 祯 模糊 了 的 轴 杰 的 际 点 , 当 乒 在 时 让 会 译 1 于是. 重 布 斯 成 人 性 出 

改 论 证 国家 主 权 ， 但 在 论证 教 概 时、 了 芒 以 攻 苦 综 为 二 要 依据 1 补 席 和 杰 填 起 

部 特 人 的 自然 要 利 的 张 极 使 抽 和 个 湖 到 上 帝 ,所 届 .在 他 人 此 从 轩 要 的 站 后 .本 

然 好 示 若 情 统 才 督 教 文化 的 底 各 .他 们 并 被 有 下定 上 常 ， 上 上 上帝 旺 他 们 昌 终 十 

得 本 求 有 其 的 可 融 - 但 二 二 刘 他 们 酸 荷 哲 凌 的 醒 大 中 心 ， 

5 思 

和 

了 路 



的 二 元 政治 观 洋 油 来 面 ， 这 就 是 近代 日 由 主义 的 二 无 政治 

观 。l11 西方 社会 继续 半 爱 着 新 的 二 元 裂变 . 一 种 宇宙 的 二 元 

论 .人 的 二 元 论 .社会 的 一 元 论 以 尼 政 苔 的 二 抑 论 坊 然 处 于 再 

代 西 方 文明 的 核心 。 在 政治 领域 ， 上 自由 主 居 坚 持 在 人 的 内 在 

这 界 与 外 在 性 界 、 秘 大 生活 与 公共 生活 . 秘 威 与 公 左 .公民 社 

会 与 国家 . 个 人 与 社会 、 旧 由 与 权威 、 个 人 由 利 与 国家 (或 政 

府 ) 权 力 之 间 的 二 元 分 离 和 对 立 。 这 种 二 元 分 强 与 张力 ,是 近 

代 自 由 主 久 的 精 夭 ， 

我 们 这 里 面 对 的 自由 主义 是 西方 近代 占 主导 旺 位 的 政治 

思想 悼 系 ,也 是 西方 政治 文化 主流 传统 的 理论 表现 - 它 产 生 于 

17 世纪 ,一 直流 传 到 今天 。] 自由 主义 在 自身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

不断 超越 自己 , 特别 是 以 19 世纪 中 期 为 界 , 自由 主义 由 古典 

具 出 主 妆 跨 越 到 现代 蝗虫 主义 (或 新 自由 主 居 )。 由 于 本 文 的 

目的 是 考察 基督 教 政治 哲学 与 自 击 主 尽 的 关系 ,所 以 我 们 将 

聚焦 于 17 全 19 世纪 初期 的 古典 自由 主义 , 特别 是 17 一 18 世 

纪 的 早期 自由 主 冯 。 这 是 到 为 ,一 方面 ,这 一 时 瞩 的 自由 王浆 

第 目 虫 主义 发 展 的 最 初 阶 段 ， 它 刚刚 认 基 督 教 文化 母体 中 生 

长 出 来 , 在 这 里 , 两 者 的 联系 还 比较 直 匀 , 清晰 可 鉴 ; 另 一 方 

面 ， 我 们 在 这 一 时 期 的 自由 主义 那里 能 够 发 现 其 原始 古朴 的 

[it 永 立 在 同一 意 世 上 姨 用 近代" 和" 现 化 概 委 。 当 指称 眼中 计 纪 未 期 以 琳 胸 历 

距 阶 络 时 ,，- 一 船用 " 近 生 "要 售 ; 当 指 称 与 待 统 京 化 相对 阱 埋 的 新 训 化 1 或 广 

明 j] 时 .一般 用 现代" 概 亦 - 

Fza] 村 第 三 次 民主 世 浪 潮 的 影响 ， 些 西 方 学 者 相信, 谣 于 西方 的 月 由 必 士 诗 区 

已 疆 在 世界 范围 内 取 和 祥子 驻 利 。 竺 国学 者 下 . 福 辆 成 治 罕 先 家 告 这 -时 栈 丧 

音 的 先知 ，19k 年 , 他 著 训 让 称 ， 西方 或 的 和 市 民 语 主 尽 普 表 成 六 人 类 政府 

的 最 执 形 忒 .这 旺 意 基 形 坟 的 锭 同 ,也 是 后 虫 澳 展 的 鳅 点。 在 随后 出 鼎 的 过 历 

忠 的 线 缚 }# 一 蔬 中 ,他 更 系统 地 盖 术 了 下 神 思想 。 人 在 炖 寻 来 .和 谷 种 共 他 世人 习 完 

全 查 削 后, 蚂 禾 让 位 于 西方 卢 南 主 实 ,已 笃定 有 其 他 意 吉 形 查 能 与 立 搞 寅 ， 

{ Erancia FUKDyRmR ， 77 下 本 ForyPhe Malional [DaLeceat，1 4 ， VOL TGS.p.3i 弗 

苦 画 斯- 福山 二 历 出 的 线 缚 ?还 方 出 版 社 ,1989 年 。) 



形态 ， 设 有 后 来 央 自 出 主 光 的 统 行 而 带 来 的 混乱 -种 长 期 

流行 的 思潮 往往 在 其 最 初 的 形态 中 最 容易 发 现 它 的 本 质 特 

征 ,尽管 后来 自由 主义 发 生 了 种 种 变异 ,但 它 哇 硬 的 理论 内 核 

和 精神 基 列 却 没 和 变 。 

17 一 18 世纪 自由 主 闪 前 理论 基山 是 个 人 主 六 。 它 将 -种 

揪 象 的 ,独立 . 自由 和 平等 的 个 人 作为 政治 哲学 的 出 发 点 , 将 

这 种 原子 式 的 个 人 视 为 国家 的 基础 和 本 原 ， 而 彤 家 只 是 个 人 

的 集 人 台 。 它 赋 子 个 人 以 终极 价值 :个 人 是 目的 ,国家 是 保障 个 

人 大校 利 的 工具 。 位 于 自由 主义 理论 核心 的 ， 是 对 个 人 权利 与 

国家 (政府 ) 权力 的 界 分 。 自 由 主义 者 认为 ,个 人 有 革 些 基本 

权利 , 如 生命 、 和 上 自由、 财产 或 奶 求 储 握 等 .是 与 生 俱 来 的 ,是 人 

性 的 要 求 , 他 们 将 其 称 为 “自然 权利 "fnatural rightayj。L0 它 胡 | 

不 由 尾 何 镍 在 权威 授 予 或 恩赐 ， 因 而 也 是 丕 可 列 夺 和 不 可 转 

让 的 。 人 人 科 在 建立 国家 时 ,并 证 有 将 这 些 权 利 变 给 国家 ,因而 

国家 也 无 权 杂 半 这 些 权 利 。 这 样 ， 和 白 由 主义 就 在 个 人 权利 与 

国家 权力 之 间 划 出 -条 界限 ， 错 定 了 各 自 的 权利 或 权力 范 

转 - 它 的 重心 在 于 保障 全 人 权利 。 个 人 祝 利 设 定 了 国家 权力 

的 界限 ,也 构成 抵御 贸 家 权力 的 屏障 。 章 由 主 六 者 坚持 , 周 家 

权力 是 有 限 的 , 它 没 有 任性 提 和 饮 对 的 权力 ,不 能 侵犯 全 人 权 

利 . 在 理论 形式 上 ,这 个 时 期 的 自 昌 主义 人 慌 用 了 自然 法 ,社会 

契约 论 和 理性 主 关 等 作为 阑 述 其 思想 的 工具 。 同 时 ，、 他 们 一 

般 都 倡导 法 治 、 代 议 制 民主 .分 权 与 制衡 、 联 邦 制 等 作为 个 人 

权利 的 制度 保障 。 作 为 革命 时 代 的 思想 家 ， 他 们 密 数 人 还 将 

人 入 民 革命 的 权利 帮 为 保障 个 人 权利 的 最 终 诉 求 。 

这 个 时 期 的 自由 主义 政治 在 学 由 雹 布 斯 竟 定 了 理论 基 

础 ， 中 经 斯 宾 诺 莎 等 人 ， 刘 猪 克 那里 得 到 完整 系统 的 前 述 。 

[11 局 内 长 期 特工 译 办 "天赋 析 利 "容易 引起 说 二 ， 攻 风 中 文 的 "天 " 丰 能 等 时 于 

西 立 的 "nuura”. 

?了 过 



凡 和 萝 奸 如 示 一 后 

此 后 史 有 一 大 扯 岂 起家 进 一 引 上 宇和 完 羡 了 了 它 、 他 人 包括 : 大 

1， 体 漠 (David Hunmey ,下手 斯 密 (Adam Smih) . 严 当 ， 佛 格 

森 (Adanm kergusony 11 相交 .站 德 斯 雹 .全 侍 浊 .13 训 密 尔 师 ， 

些 迪 对 . 态 殿 .过 证 .康德 . 渤 保 以 及 稍 晚 一 些 的 贡 斯 当 等 . 

这 里， 有 两 个 在 自 目 让 义 鼠 想 吕 天 特 册 的 人 物 值 得 单独 

计 i 节 ,， 

第 :个 是 稚 布 斯 下 布 斯 的 理论 基础 是 自由 主义 ， 这 在 

研 守 半 由 玫 乎 是 会 并 的 ， 他 对 大 性 其 起 目 拟 状态 的 分 折 ， 他 

关于 国家 起 源 的 诗 会 贰 约 理 论 ， 凡 其 他 关于 国家 的 日 的 和 个 

人 与 国家 污 系 的 认 训 ， 都 是 秆 底 的 全 大 主 关 ,他 坚持 个 人 大权 

利 是 国家 检 力 的 迁 础 ， 将 个 大 自由 大 个 大 权利 部 理解 为 消 慨 

性 的 ， 纪 率 承 认 它 们 与 国家 梳 力 的 对 立 ， 和 但 在 个 人 要 利 与 男 

家 权力 的 对 生 中 ,他 更 守 地 俩 册 于 国家 权 刀 ,所 以 他 留 给 个 人 

的 权 利 量 有 限 的 ， 而 赋 国 家 的 税 力 儿 乎 是 于 上 随 的 。 特别 令 

后 大 放 病 的 、 基 他 担 但 各 制 集 权 主 浆 作为 对 个 人 的 制度 保 

障 . 这 样 . 昌 然 他 从 自 于 十 兴 的 前 提出 发 ,位 却 得 出 了 了 绝对 专 

制 的 结论 ， 从 自得 主 交 的 根 中 生出 了 了 区 制 集权 主 交 的 大 树 - 

但 我 们 点 该 清楚 , 民主 ,法治 .分 权 理 沦 等 与 专制 集权 理 

论 的 分 歧 ， 涉 点 的 是 月 出 主 交 的 制 谋 外 壳 ， 而 不 足 其 理论 内 

[1 这 蕊 全 大 害 称 为 “ 癌 情 天 后 营 让 坷 "的 于 交代 胡 

1321 榈 或 号 保守 芋 革 的 毅 祖 , 供 哥 牢记 立 下 布 一 沽 阿 梧 为 "月 由 人 届 科 于 区” ,他们 

岂 了 于 三室 胸 自 出 二 站 阳 -可 , 岂 四 称 所 为 "要 宁 于 各 的 有 二 玉 交 "19 灶 引 让 

上 玉芝 普 阿 区 顿 交 指出“ 棉 天 不 局 个 向 寓 的 有 上 二 兰考: 他“ 秽 间 湖底 的 

自由 .有 素 " 郊 在 反对 番 底 自由 的 辣 场 症 ”， 他 是 "第 个 成 为 是 中 自由 平 守 时 

号 标定 芋 汪 的 大 【《 阿 虎 柄 :入 自 贞 旺 柜 ?. 痢 荔 各 书馆 .长 健 迁 证 ,2001 年 . 

第 361 真 ) 间 不 宁 先 生 禹 在 震 训 和 论 寺 ?健生 的 柏 克 .站 出 的 樟 训 ” 工 合 风 草 芋 

宁夏 和 -下 二 :过 虑 -一 有 由 上 这 因 红 是 况 3， 上 诲 二 联 忆 让 ,1994 人 . 第 

73--84 下 .，) 

131 这 芋 进 后 订 在 其 困 革 前 时 伐 .有 由 楼 直 殿 出 的 油 进 民 上 的 : 蝴 与 有 王 六 实 有 

症 着 具 , 昔 他 片 以 轴 是 浓 荐 的 畏 系 司 估 ， 居 基于 政和 滞 夫 将 很 如 杰 吉利 弦 喇 . 

1 藉 风 站 诈 与 :机 伸 必 从 3 革 国 相 信 科 学 症 隆 199 于 .第 和 办 近 ) 



核 。 眠 马 基 雅 弗 利 到 震 布 斯 ， 西 万 黑手 界 是 专制 主 头 占 主导 

地 位 的 时 代 ， 霜 布 斯 处 于 这 一 时 伐 疝 自由 主 头 时 代 转 换 的 关 

节点 。 他 将 专制 让 义理 论 发 展 为 完备 成 浆 的 形态 ， 风 时 也 将 

其 基础 置换 为 自由 主义 ,这 就 打开 了 通 问 和 白 岂 主义 的 大门 ,并 

为 最 终 抛 械 专 旦 主义 洗 备 了 思想 前 担 ， 我 们 述 麻 该 耕 色 ， 专 

制 集权 主义 与 极权 主义 不 同 ， 专 制 集 权证 光 是 排斥 政 沼 汪 的 

多 元 化 和 权力 分 判 ， 将 纯粹 政治 控制 性 鸣 权 力 商 上 度 巢 中 于 -- 

个 权力 机 构 或 一 个 人 ,而 极权 主义 在 牙 治 上 集权 之 外 .还 要 全 

面 控制 人 类 生活 的 所 有 和 领 成 。 前 首 的 特征 在 于 权力 的 歼 断 忻 

和 独断 性 ,后 者 的 特征 在 于 咎 力 无 所 不 在 ;前 硝 的 目标 主要 存 

实现 对 社会 的 外 部 控制 ,后 者 则 要 使 轰 万 穿 透 人 的 内 在 世界 ， 

全 面 支 配 并 改造 社会 和 人 和。 所 以 自 出 主义 的 真正 对 立 物 屁 极 

权 主 多 而 耕 是 专制 主义 ,极权 证 交 可 以 与 民 计 制度 菲 窜 ， 责 

不 成 熟 的 自由 主义 却 可 以 与 集权 主 兴 和 壤 制 主 交 在 一 定 程 赚 

上 实 式 尹 接 。 自 四 主 交 和 概要 主义 的 对 立 泪 及 权力 的 性 质 、 

行 司 方式 和 权 刃 范围 ， 而 民主 分 权 与 专制 集权 的 夺 竹 及 的 

是 政治 释 力 的 归属 ， 从 这 个 角度 葵 察 ， 和 惟 布 斯 白 由 上 长 不 彻 

撒 的 地 方 ,本 在 于 他 主张 六 制 ,而 在 于 在 个 人 权利 与 国家 权力 

的 对 立 中 ,他 产 重 地 向 国家 权力 倾斜 。 

男 -- 个 需要 说 明 的 人 物 是 卢梭 ,处 于 自由 主义 厅 歌 行进 

的 年 代 , 卢 机 却 不 是 自由 主义 者 。 一 些 自 由 主 交 者 盐 至 将 卢梭 

视 为 最 苦 险 的 酶 人 。 人 查访 权 埋 论 的 出 发 点 十 昌 由 主义 的 ,他 所 

描述 的 自然 状态 下 的 个 人 ,是 商 度 独 立 .用 由 和 半 等 的 ,这 -上 晤 

他 甚至 趣 出 了 共 他 自由 主 关 着 。 从 政治 态 许 上 看 ,卢梭 是 最 真 

不 其 至 释 狂 扒 的 自用 与 人 权 的 拥护 痢 和 人 类 召 向 制度 的 多 

敌 。 他 的 黄 作 充溢 着 追求 自由 的 激情 ,有 - :种 撼 人 心 昕 的 下 大 

力 莉 .他 宣 你 族 弃 自 己 的 自由 ,就 是 放 莽 日 己 做 人 的 资格 ,就 

是 放弃 人 类 的 权利 ,其 至 就 荐 放 奔 自己 的 艾 务 。 这 样 -种 

习 上 



六 六 融 灯 双 上 F 齐 

痉 权 是 不 合 人 性 的 ; 而 月 本 消 了 上 自已 次 志 的 一 切 电 由 , 志 就 是 

取消 了 自己 行为 的 - 转 道 德 忻 。 “TU 在 内 方 思 想 呈 上 ,或 评 没 

有 一 个 目 由 主 交 者 能 像 户 检 那 梓 , 巩 起 人 们 热 受 日 由 和 挥 垃 人 

权 的 激情 。 但 是 ,他 后 来 却 通过 人 民 士 权 的 公 意 狐 融 了 个 人 的 

自由 和 权利 。 他 使 个 人 睛 愿 地 向 社会 共同 体 训 莽 了 冲 己 的 权 

利和 自由, 将 个 人 深 解 于 集体 之 中 。 这 梓 , 他 了 驶 拒绝 了 旦 由 凸 

交 而 走 癌 了 极权 主 关 。 吕 3 

所 以 , 雷 布 斯 种 卢 钞 都 着 半截 后 上 月 让 主义 者 ,上 只 不 过 宕 布 

斯 是 走 向 自 和 由 主义 ， 而 瞩 梭 是 走出 自由 主义 。 由 于 我 们 这 里 

论述 的 是 作为 一 种 思 息 体系 的 白 出 主 尺 ， 而 不 直 具 体 的 自 竺 

主 文 是 想 家 ,所 以 ,我 们 有 时 会 截取 堆 布 斯 和 卢梭 思 配 的 目 由 

主义 部 分 ,作为 月 由 主 义 蚜 想 来 引证 和 论述 ,这 并 本 等 于 工 认 

他 们 的 整个 理 沦 体系 是 月 由 主 久 的 。 

虽然 古典 自由 主 妆 的 发 展 作 为 一 个 历 虫 时 期 大 伍 开 终结 

于 19 世纪 中 期 ,但 是 我 们 在 到 ,从 那 时 起 直到 当代 ,有 一 批 思 

想 家 在 思考 当代 社会 种 种 问题 时 ， 仿 然 不 断 向 世人 重 述 扣 地 

目 由 主义 的 证 请， 由 诚 地 守护 贞 昌 自 由 让 立 传统， 极力 复 话 

二 典 自 出 主 兴 精神 .如 哈 事 到 . 波 普 . 伯 林 . 诺 齐 到 等 -尽管 他 

们 当 'R 有 的 大 接 当 代 政 说 哲学 的 分 类 ， 可 能 属于 保守 士 义 或 

其 他 某 种 主 习 ， 但 在 本 文中 ， 我 们 把 他 们 和 镍 为 古典 自由 主义 

的 才 钵 传人 大。 本 1 由 寺 他 们 将 直 辈 折 儿 主 关 的 基 些 思想 表达 

1 乒 娄 区 社会 复 刘 论 , 何 睁 政 译 ,商务 外 世 馆 12 人 ,第 16 丽 ， 

[2} 六 视 指出 :点 居 的 全 部 理论 活动 您 其-- 电 负 个 人 至 实 关 集 蛋 主 站 的 温 长 旅行 ， 

“他 开 赔 枚 基 一 个 昌 出 的 妆 蚊 者 .和 而 芭 k 性 会 其 的 此 3， 摘 得 的 砚 售 二 可 起 少 ， 

个 人 主 交 的 砚 宣 亲 随 之 碱 费 。 在 这 里 ,自由 不 冉 苦 个 人 的 锅 芝 ,而 只 能 是 在 全 

评 尼 从 十 凡 周 家 服务 的 过 程 中 乓 退 隶 .…… 禄 长 的 旗 行 到 此 结果 ,六 株 填 导 十 

-个 当 起 步 时 夫 热 相 诺 的 再 标 上 -【 转 引 白 朱 掌 勒 : 相 道外 震 相国 的 姓 关 名, 上 

海 一 联 书 店 .1994 年 ,序言 ,入 5 页 .总 丁 卢 雪 政 育 因 想 的 租 榈 立 特 入 .在 朱 

学 办 先生 的 这 部 著作 中 已 笃 得 到 充分 的 转述 ， 

L3] 这 也是 季 们 中 床上 数 大 的 自我 认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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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更 为 透彻 清晰 ， 所 以 我 们 在 引证 古 览 自由 主义 革 些 思想 

上 时， 上 有 时 会 辣 下 延 休 ， 把 他 们 的 思想 作为 估 证 。 

日 网 主 交 是 西方 政治 文化 士 琉 传统 发 展 的 现代 结 品 ， 也 

集中 人 蛋 现 了 当代 西方 政 千 文化 的 基本 精 褐 。 这 一 点 在 将 西方 

政治 文化 与 非 西方 文化 相 比 时 表现 得 尤其 罕 出 。 享 廷 顿 在 比 

较 各 称 文 明 的 政治 文化 特征 时 ， 曾 引 证 一 项 跨 文 化 的 朵 完成 

时 证 明 : 在 20 世纪 的 各 文明 中 ,个 人 主义 仍然 中 西方 的 显著 

标志 。" 一 位 学 者 对 50 个 国家 的 分 析 显 示 , 在 个 人 主 头 指标 方 

面 得 分 最 高 的 2 个 国家 中 ,包括 了 除 简 葡 寺 之 外 的 所 台 男 万 

国家 。 所 以 ,西方 人 和 非 西方 人 一 得 把 自由 十 尽 二 作 本 方寸 

要 的 区 分 标志 。1 

的 确 ， 自 丰 主 义 医 了 桶 了 西方 政治 文化 的 精 艇 ， 训 的 此 方 

学 者 甚至 声称 ,西方 只 有 一 种 得 识 形态 ， 怠 是 上 自由 主 头 。 有 内 

历史 上 看 ， 和 希腊 和 购 池 文化 都 曾经 对 过 界 其 他 民族 文化 产后 

过 影响 或 冲击 ， 但 它们 的 影响 力 盐 有限 的 ， 笠 果 是 航 其 他 广 

化 所 各 合 。 只 有 西方 立 化 被 些 蕉 教 新 诗 和 车 之后， 产生 了 以 

个 人 十 六 为 基础 、 以 自由 主义 为 精 艇 的 殉 代 政治 文化 ， 才 使 

西方 政治 文化 在 向 外 扩 巷 时 成 为 商 势 能 文化 : 当 西 方 政 治文 

化 与 其 他 政治 文化 相遇 时 ， 其 外 绿 的 因素 较 窜 易 被 则 的 民 放 

接受 积 吸 钢 ， 伍 其 内 核 即 以 全 人 主义 为 基础 的 自由 主 光 从 伍 

取向 、 政 冶 态 订 和 政党 情感 等 ， 最 不 易 害 刚 的 民族 所 接 党 。 

也 正 是 这 部分， 使 西方 政治 文化 与 其 他 文化 发 条 了 最 油 烈 

的 冲 活 ， 并 受到 了 最 顽强 的 抵制 。 

自由 主义 思想 在 19 址 纪 末 2 世 纪 初 由 严复 引进 中 国 。 

在 这 姥 阳 生 的 土地 上 ， 这 株 激 人 芽 由 于 内 在 的 水 土 不 服 和 外 部 

风 哆 璀 打 的 恶 钞 环境 ， 很 快 便 枯 艺 铀 零 卫 。 有 上 月 由 十 义 企 中 国 

11 宣 雷 开 ， 享 王 顿 : 误 明 的 冲 训 与 世界 芍 译 的 重建 *, 周 庶 等 译 , 痛 华人 出 版 性 ， 

1998 年 .第 好 一 63 贞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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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半 个 址 纪 的 经 让 成 为 历史 的 笑柄 ， 不断 牢 后 半 个 世纪 的 

政治 宣传 作为 最 有 说 服 力 的 证 据 之 -。 人 们 从 -次 失败 的 

经 历 中 引出 失败 的 必然 导 辑 : 它 失 败 了 ， 它 束 不 会 成功 ; 

它 失 网 了 ， 它 当初 就 不 该 来 。 但 是 ， 随 着 我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

深 人 、 市 场 经 济 的 初步 形成 以 及 国际 变 往 的 扩 太 ， 自 由 主 

艾 的 毕 灵 在 大 人 科 的 挽歌 声 中 再 度 远 涉 重 并， 光临 中 国庆 

地 。 经 过 一 个 世纪 的 轮转 ， 在 上 个 世纪 林 和 这 个 世纪 初 ， 

自由 主义 再 次 成 为 国内 学 术 界 和 思想 和 界 的 热门 话题 。 人 大 们 

也 许 会 注意 到 ， 这 次 自由 主 六 似乎 来 者 不 关 ， 它 怀 着 更 大 

的 请 信 ， 挟 着 更 强 的 势能 。 

在 其 原生 地 配方， 和 月 外 士 久 一 方面 是 其 悠久 独特 的 历 

中 文化 传统 的 产物 ， 基 西方 人 民族 性 卑 的 表现 ， 同 时 ， 它 

也 , 足 在 市 场 经 莘 条 件 下 人 和 们 自然 产 牛 的 政论 态度、 收治 情 

感 和 政治 剧 信 取向 的 理性 升华 。 那 么 ， 人 们 要 剖 ， 随 着 我 

国 市 场 经 镜 的 日 趋 成 熟 ， 是 再会 有 更 多 的 大 与 自由 主义 产 

生 共 鸣 ? 有 了 市 场 经 济 ， 白 由 主义 在 中 同和 还 蚌 无 本 之 本 、 无 

源 之 水 吗 ? 

在 西方 .市 场 经 济 是 中 世纪 末期 自然 出 更 和 发 育成 长 的 ; 

在 中 国 ,市 场 经 济 是 人 为 摹仿 特意 引进 的 ， 如 果 要 扔 问 ,为 什 

么 在 西方 社会 能 够 形成 市 场 经 济 ， 这 古人 个 不 易 作 出 确 转 呵 答 

的 问题 . 但 是 ， 我 们 其 中 世纪 未 期 和 近代 初期 西方 的 坊 史 中 

能 够 发 现 ， 有 些 政治 因素 对 市 场 经 济 的 出 现 和 发 育 是 不 可 或 

仍 的 。 市 场 经 济 的 出 现 ， 是 政治 领域 的 有 限 国 过 而 不 是 万 能 

国家 带 来 的 副产品 , 它 需 要 .一 方面 约束 国家 权力 , 另 一 方面 使 

社会 和 个 人 具有 : : 定 程 庆 的 独立 和 和 自由。 如 本 书后 面 要 指出 

的 ， 中 世纪 教会 与 国家 前 并 立 和 冲 罕 就 创造 了 这 个 条 件 ， 市 

场 经 痢 的 进 一 砂 发 育成 熟 , 有 丈 于 国家 权力 的 台 旦 化 、 理 性 化 

和 制度 化 ,使 个 人 和 社会 独立 自由 的 空间 得 以 扩充 。 而 市 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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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 济 的 成 芍 . 逢 要 对 国家 权力 的 认 范 .特别 基 对 其 民力 范 玮 进 

行 限 制 、. 对 其 权力 的 运用 进行 制约 和 监 法 ,从 认 使 个 大 和 社会 

谤 有 得 到 充分 保障 的 独立 和 和 自由。 我 们 其 道 ， 这 都 是 自由 证 

区 的 毛虫 使 命 。 这 样 我 们 就 看 到 ， 自 由 主 立 的 政 狂 与 市 场 经 

济 是 相互 耦合 .相互 挫 动 .组 得 葵 彰 的 。 以 往 国 内 学 本 并 过 多 

地 强调 自由 主 必 是 资本 主 飞 市场 经 济 在 意 店 形态 领域 的 反 

回 ,而 忽略 两 者 的 互动 性 ， 实 际 上 .没有 上 自由 主 浆 的 政治 态 麻 

和 相应 的 意识 形态 以 及 体现 这 种 态度 和 意识 形态 的 政治 建 

制 , 也 不 会 有 市 场 经 济 。 猎 然 如 此 , 在 今 天 , 如 采 说 我 们 已 经 

确立 了 开 育 成 融 的 市 场 经 济 的 绸 标 ， 我 们 是 否 需 要 重新 审视 

与 由 主 尽 一 束 套 的 思想 和 主张 ? 

尽管 -一些 丁 方 人 已 经 在 为 日 由 主 交 喜 春山 歌 ， 但 在 当代 

中 国 思想 界 , 它 却 是 一 个 备 爱 争议 的 话题 ,在 今后 一 个 相当 长 

前 时 间 电 过 会 如 些 。 不 过 ,有 -总 是 大 们 谍 法 选 撞 的 , 即 无 论 

人 们 是 否 喜 欢 自 由 主 ， 我 国 思想 界 和 学 本 界 都 不 得 不 面 对 

月 由 主 广 更 严 雄 的 挑战 ;无论 我 们 思考 现实 还 是 设计 未 来 ,都 

需要 正视 各 由 主 广 的 种 种 观念 .对 其 作出 朱 择 和 取 依 。 这 样 ， 

就 妃 其 需 竖 我 们 汶 迎 接 自 上 出 主 浆 思 潮 的 挑战 作出 知识 上 的 崔 

答 。 本 书 的 任务 就 是 揭示 自由 主 交 的 思想 文化 淹 源 ， 党 试 着 

从 一 个 新 的 视角 识 人 认识 自由 主义 的 肉 谓 、 个 性 特 御 及 其 产 

牛 的 历史 条 件 。 

基督 教 与 自由 主 浆 的 二 元 政治 观 在 内 容 上 如 此 地 不 阿 ， 

它们 之 闻 有 内 在 联系 吗 ? 

自由 主 交 理论 形成 于 近代 西方 社会 。 它 在 产生 时 ， 表 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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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蕴 访 

型 

卉 F 村 

-时 和 嘿 且 上 和 

遇 本 于 - 面 王 了 -是 地 -ar 直 中 一 

加 “上 吧 归 有 

为 传统 基督 教 社会 秩序 的 对 立 物 。 早 期 和 白 由 主义 思想 家 都 是 

着 在 友和 传 统 的 立场 上 阐述 其 理论 的 。 有 日 由 主 兴 的 二 个 理 伦 基 

础 , 即 自 然 法 理论 、 社 会 契约 论 和 理性 主义 ,在 当时 都 具有 批 

兰 和 否定 现实 的 颠覆 性 特征 。 自 然 法 理论 树 起 了 御 拭 否定 现 

实 社 会 的 新 的 终极 准则 ; 社会 友 约 论 仿 包 从 传统 社会 的 并 起 

上 重新 梅 筑 全 新 的 政治 模式 ; 理性 主 头 则 将 现存 的 一 切 都 折 

上 理性 的 法 庭 接 受审 判 。 从 近代 史 的 断面 去 观察 ， 日 由 主义 

正 是 人 对 基督 教 神学 太 教 会 权威 的 批判 和 否定 中 产生 的 。 在 

诞生 时 ， 它 经 历 了 与 和 忧 统 基督 教 神学 的 无 情 所 打 和 搏 -站 。 对 

于 按 基督 教 原 则 所 建立 的 传统 社会 秩序 ， 自 由 主 浆 或 者 旦 其 

颠 轿 者 ， 或 者 是 对 这 种 颠覆 所 做 的 肯定 和 辩护 。 它 是 生 在 才 

个 草 命 时 代 ， 是 具有 革命 性 的 意识 形态 。 它 是 现代 与 传统 污 

裂 的 产物 ， 是 与 基督 教 传 统 届 然 不 同 的 新 文明 的 骄子 。 一 些 

基督 教 神 学 家 至 今 仍 对 这 个 新 文明 的 产生 悼 业 个 已 , 忆 懂 ” 神 

圣 时 代 ”" 的 逝去 。 

妇 而 ， 和 站 由 主义 与 基督 教 思想 的 对 立 只 是 表面 现象 。 如 

果 我 们 不 被 两 者 在 表面 层次 上 的 断裂 .对立 和 冲突 所 迷惑 , 超 

脱 近 代 史 视 又 的 局 限 , 从 更 长 的 历史 是 段 来 考察 ,就 能 发 志 两 

者 在 深层 里 的 思想 联系 。 我 们 会 看 到 ， 自由 主义 是 在 现代 条 

件 干 对 基督 教 政 治 哲 学 所 设 定 的 论 域 进行 探讨 的 成 果 ， 人 它 继 

尝 了 基 汞 教 一 郊 政治 观 在 对 人 、 对 国家 及 个 人 与 国家 关系 问 

题 上 的 思想 成 果 ,特别 是 继 式 了 一 元 主 交 的 思维 方式 ,只 是 为 

其 填充 了 现代 的 内 容 。 如 有 果 我 们 不 局 限于 经 粹 昕 圳 史 的 考 

察 , 而 是 以 晶 宽 广 的 视野 , 即 从 政治 文化 的 妨 变 与 继承 关系 上 

来 考 罕 两 者 的 关系 ,我 们 会 进一步 发 现 ,自由 主义 的 二 元 玻 党 

观 正 是 基督 教 二 元 主义 政 治文 化 传统 的 产物 。 自 出 主义 思想 

家 所 激 殖 否定 的 传统 的 基督 教 文化 , 正 是 其 产 和 牛 的 母 钼 .， 它 

与 基督 教 传统 的 对 打 与 搏斗 ， 正 是 其 从 和 母体 腊 胎 面 出 的 痛 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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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嫩 。L1 作为 思想 理论 或 意识 形态 , 两 种 二 开 政治 观 有 着 明 

显 的 不 同 ,但 两 着 所 植 根 的 政治 文化 却 有 着 惊人 的 连续 性 . 继 

弄 性 和 遗传 性 。 同 一 政 锁 文化 是 两 种 理论 的 基本 操作 平台 ， 

它们 虽然 相互 对 立 ,在 时 间 上 前 后 相继 .但 它们 都 植 根 于 同一 

交 化 基质 。 滁 层 文化 的 连续 性 和 稳定 性 与 表层 理论 的 对 立 性 

与 和 捍 昔 性 通 成 鲜明 对 照 。 

但 是 ， 一 般 思 起 风 的 研究 容易 满足 于 对 思想 发 展 的 表面 

吕 系 的 分 析 ,而 在 对 其 译 层 联系 的 把 握 二 惠 足 不 前 。 怠 我 们 所 

掌握 的 材料 看 ， 目 前 尚 没 有 人 对 基督 教 二 元 政治 观 与 目 典 自 

中 主义 的 内 在 联系 作出 系统 的 研究 。 

上 其 立 艺 复兴 到 19 性 纪 , 西 方 学 者 中 流行 的 观念 是 将 基督 

教 思想 文化 与 近代 思想 文化 对 立 起 来 ， 过 分 强调 是 者 之 癌 的 

断裂 -“ 中 世纪 " 即 是 车 暗黑 昧 的 同文 词 , 面 基督 教 则 是 将 黑 

瞳 带 给 中 世纪 欧洲 的 包 云 。 在 这 种 观念 影响 下 ， 基 督 教 传统 

与 近代 政治 文化 之 癌 的 内 在 联系 便 补 忽略 了 。 恒 当代 学 者 

般 都 据 奔 了 这 种 观念 ， 强调 丙 者 的 继承 性 。 著名 史学 家 汤 因 

比 将 现代 西方 文明 视 为 基督 教 文 明 ， 从 一 般 所 史 发 展 和 角度 揭 

示 了 基督 教 与 现代 西 方 文明 的 联系 。 他 认为 ,现代 西方 文明 

基 从 基督 教 的 “ 师 体 ”中 孵化 而 生 的 。“ 自 从 我 们 的 西方 基督 

教 社 会 在 一 千 二 百年 以 前 从 教会 的 母体 里 听 听 共 地 以 来 ， 我 

们 的 棚 先 秋 我 们 目 己 都 一 直 是 受 它 的 养育 哺乳 之 加。…… 基 

督 教 的 病毒 或 是 机 丹 已 经 进 人 我 们 西方 人 的 血液 一 一 说 不 定 

它 就 是 不 可 而 少 的 血液 的 别名 。”1 另 一 位 史学 家 [. 道 森 

(Christopher Dowsony 思 把 中 世纪 基督 数 文明 作为 现代 西方 广 

[1 这 重 涉 及 到 已 想 中 发 展 的 一 个 种 规 开 雪 ,一 钙 新 思想 产生 时 . 尼 主 要 的 对 手 

人 符 往 是 它 的 直接 和 洁 邓 本 它 的 母 蛋 。 

f12] 疡 因此 :历史 研究 外 中 册 ) , 兽 林 网 译 .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,1959 年 ,第 喇 99、 

1993 200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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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一 1 一 hi 前 证 由己 FF 前 

画 

明 的 直 点 。 他 在 《欧洲 的 创 生 》 一 飞 中 指出 ,所谓 “ 炭 暗 时 代 

实际 上 是 一 个 歼 明 ， 它 标志 着 西方 的 转型 ， 基 督 救 文明 的 昔 

基 ,也 就 是 真正 “欧洲 的 创 生 "“。11 

一 些 政 治 思想 史 领 域 的 掌 者 更 进 -此 揭示 了 中 世纪 政治 

思想 与 现代 政治 思想 的 联系 。 人 他们 认为 中 世纪 政治 思想 是 

现代 政治 思想 的 直接 来 源 ， 或 与 现代 政治 思 配 是 -- 个 连续 的 

整体 .中间 淮 有 明显 的 断 弄 。 

最 早 致 轧 于 对 西方 四 世纪 政治 思想 史 进 行 系统 研究 的 

A. 卡 药 尔 {4.].Caryle) 认 为 “ 就 文明 的 政 治 方面 而 言 ， 中 直 

纪 与 现代 之 间 有 某 种 深刻 鸿沟 的 概念 是 错误 的 。 政 治 原 贴 其 

至 政治 制度 的 历史 是 连续 性 的 。 文 艺 复兴 是 得 真正 代表 了 将 

学 和 科学 的 新 开端 ， 这 一 点 殊 难 确定 ， 不 过 在 政治 观念 和 形 

式 上 , 它 肯 汗 不 是 新 的 开端 。”"( 在 他 看 来 ,真正 的 断裂 发 千 

在 城邦 消亡 和 亚 里 土 密 德 死 后 ， 从 那 时 到 现代 却 有 着 喝 多 的 

连续 作 .“ 至 少 从 2 世纪 的 靶 学 察 到 法 同 大 革命 的 思想 家 , 政 

治 思 竹 史 是 连续 的 。 形式 在 变 ,内 容 也 得 刘 眉 正 ,但 基本 概念 

却 一 以 贯 之 。 ”13] 别 一 位 中 世纪 政治 思想 史 专 家 鸡 . 乌 尔 家 

【Water Ullmann) 强调 政治 项 想 的 传 亲 关系 ,认为 古 将 事物 的 

形式 与 内 在 本 项 区 分 开 来 ,剔除 未 相关 因素 ,以 理解 其 本 质 利 

内 核 。 他 说 :在 中 世纪 ,现代 意 尽 上 的 政治 思想 已 经 产生 ,这 

是 欧洲 的 学 徒 期 青春 期 .少年 期 。“ 羧 然 , 我 们 对 中 世纪 的 思 

缉 已 经 很 陌生 , 但 细心 的 研究 会 发 现 ,“ 尽 管 政 治 轧 极 总 是 采 

[1] 。 See Heztert 了 Mer。，Freettyma ta 请 人 Fesferm 栈 crtd， ram em des to 局 Ere o 

heinaraum ,Mew Tork: Huarpher 品 Row Poblishera 193 ,hb.32， 

[21 上 - 本 Carlyle ,起 Clyle .LTiaaery cf 玫 eeaal Podaarrrf 了 beary im 全 ee 本 pet 在 Tola ， 

NMNew York;Barnea 产 Noble Inc, ,1903 一 1936.Va .YY ,ph.2. 说 书 作 者 党 farlyle 兄 

第， 再 书后 而 才 上册 访 上 时 ， - 律 记 用 简称 Perliyie ， 生 Bary 二 机 e 本 cea 和 oilihaectl 

TARenry ， 

131 ipid,,Vval， 1 ,P,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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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 不 同 的 形式 ,但 它们 在 本 质 上 有 着 明 是 的 遗 忧 性 。 “1 “ 因 

为 中 世纪 占 久 治 地 位 的 政府 和 政治 观念 创造 了 我 们 今天 的 世 

和 界 。 我 们 现代 的 概念 ,我们 现代 的 制度 ,我 们 的 政治 义务 和 完 

政 观 念 , 或 是 中 世纪 理念 的 直接 遗产 ,或 是 通过 反对 它 而 成 长 

起 来 的 。 "0 晚近 的 学 者 本 坟 宁 (Joseph Canming) 更 具体 地 指 

出 :就 政治 思想 而 享 , 愉 13 世纪 到 17 世纪 中 期 , 才 梅 成 有 内 

在 联系 的 特 体 。 "中 世纪 政治 思想 证 有 一 个 明确 的 终点 ,其 中 

原因 之 一 旦 “中 世纪 观 仿 和 夸 庶 的 遗物 一 直 存 在 到 17 过 

纪 ”。!L31 我 们 知道 ,17 世纪 是 自由 主义 形成 的 年 代 -. 这 上 几 位 学 

者 所 讲 的 中 世纪 政治 思想 当然 不 限 于 基督 教 政治 思想 ， 但 基 

督 教 政治 思想 无 归 足 中 世纪 政治 思 想 的 主体 。 

许多 西方 学 者 在 追 湖 现代 自由 的 传统 时 ， 充 分 肯定 基督 

教 的 作用 ， 这 在 一 定 程 度 圭 涉及 到 基督 教 二 元 政治 观 与 近代 

自 电 主义 的 联系 。 

19 世纪 美国 此 由 主义 者 阿 克 顿 比较 早 地 注意 到 了 基督 

教 二 元 政治 观 与 此 方 自由 传统 的 关系 。 他 在 论 及 自 册 的 起 角 

时 阐述 说 ， 耶 稣 关于 “ 恺 撒 的 物 当 归 第 恺 撒 ， 上 和 项 的 物 当 归 

给 上 帝 ” 这 各 话 ，“ 是 以 保护 良知 的 名 广 ， 古 于 世俗 权力 它 

从 未 有 过 的 神圣 ,也 给 它 加 上 了 它 愉 未 有 过 的 东 缚 ;这 是 对 专 

制 的 和 理 定 ， 是 自由 的 新 纪元 的 开始 。 因 为 我 们 的 主 不 仅 颁 布 

律 法 ， 而 吾 创 造 实施 的 力量 。 在 至 商 无 上 的 领域 体 持 一 个 上 必 

要 空间 ， 将 一 切 政治 权威 隐 制 在 明确 的 范 畏 以 内 ， 不 髓 是 出 

心 的 理论 家 的 艳 负 ， 它 成 为 世界 土 哪怕 最 强大 的 机 构 和 最 广 

泛 的 组 织 的 永恒 责任 与 义务 。 这 种 新 的 律 法 、 新 的 精神 和 新 

11] 机 ,UUmann， Wediepal Petiral Toagi ,Harmosdswurh: Penguin Booka Ltd .，197、 

pp .了 一 中 ， 

[2]  ibid , .p ,229， 

[3] joseph 六 anIE 克 .由 hory 才 肌 eeieeteir PoiEEiou 了 Rosehr oo 于 2350 ndna mark 二 tw 

YorkKIRoutledRge ,1996 ,Tnirndurtion ,天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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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六 藉 广 娄 夫 上 太 

的 权威 ， 南 子 了 此 由 以 新 的 涵 交 和 价值 。” 1 

阿 克 顿 的 观点 为 当代 学 者 所 一 再 确认 。 非 特 烈 ， 华 特 金 

斯 指出 :除法 律 概念 外 :一 元 社会 观 (suucial dualism]j 或 许 就 是 

形 塑 西方 交 明 特色 的 最 大 力量 。”51 由 于 华 特 金 斯 将 白 由 主 

交 视 为 “西方 政治 所 具有 代表 性 的 传统 的 近代 化 身 " 必 是 西 方 

文明 的 世俗 形态 "。41 所 到 他 这 里 讲 的 “西方 文明 "接近 白 由 

法 律 中 专家 阳 . 伯 和 尔 曙 将 现代 法 律 的 证 生 上 渊 到 11 世纪 

开始 的 “教皇 革命" 。 在 他 看 来 ， 欧 训 历 史上 真正 的 断 倪 发 生 春 

1050 一 1150 年间 ， 从 那 以 后 到 今天 却 有 着 更 多 的 连续 性 ， 人 也 

指出 , “自由 的 民主 是 西方 历史 中 第 一 个 伟大 的 世俗 党 教 一 一 

第 一 个 脱离 传统 基 营 教 同 时 又 从 基督 教 中 接收 了 神圣 会 六 和 

某 些 主 要 价值 的 意识 形态 。 " [4 这 里 所 说 的 “和 据 由 的 民主 ” 接 

近 玉 自由 主 交 的 涵义 。 但 伯 尔 曼 并 没有 看 具 二 阐 明和 近代 白 上 电工 

兴 从 基 辑 教 中 接收 了 哪些 “神圣 售 尽 "或 "主要 价 逢 ”。 

作为 政治 昕 想 史 专家 , 由 萨 拜 因 讲 得 更 明确 一 些 、 他 指 

出 多 如 果 伦 理 的 和 宗教 的 体制 不 曾 定 认为 大 体 上 独立 于 并 在 

重要 性 方面 超过 国家 各 法律 的 宝 施 ， 那 就 很 难 想 像 自 由 能 起 

刘 它 在 欧 浏 政治 思想 中 所 起 的 作用 了 .，” 如 果 设 有 中 世纪 人 守 

教 自治 和 宗教 自由 信念 的 “残存 牺 "， 则 关于 个 大 秘 生活 和 自 

由 的 现代 思想 就 几 平 是 无 法 理解 的 了 ”。[5] 不 过 这 里 所 说 的 

[1 阿 克 顿 民用 由 与 权力? ,第 55 页 ， 

[2] 非特 天 人 特 金 斯 :西方 政 祝 情 凡 一 近代 自由 芋头 之 各 更, 村 让 误 译 ， 

睫 纾 出 版 事业 公司 .1999 年 .第 21 诬 ， 访 书 壕 着 黄 解 . 声 健 的 详 本 ,这 林 上 民 

出 版 社 2001 钙 版 .本 书 引 用 的 是 前 者 .其 书 稿 党 域 后 .条 到 了 后 一 种 译本 ， 

(3] 菲 特 烈 : 华 特 金 斯 :西方 政治 待 统 一 -一 近代 和 月 由 主 关 之 姓 展 #. 导论.] . 亚 ， 

141 风 秽 荐 .了 伯 杂 昌 : 继 律 与 单 傅 一 西方 法 律 优 统 的 形成 ?》. 希 卫 方 等 译 ,中 

国 大 百科 全 书 出 虐 社 ,1993 年 , 算 4.37 用 。 

151 天 社 : 萨 茎 因 : 区 政府 学 说 中》 ,第 228 239 一 240 下 = 



“关于 个 人 私生活 和 卢 由 的 现代 思想 ”虽然 包括 在 自由 主义 

里 ,但 还 不 是 自由 主 交 本身 。 如 我 们 后 面 要 看 到 的 ,因为 际 拜 

朵 将 自由 主 尽 理解 为 193 世纪 流行 的 政治 思潮 ,所 以 他 不 可 能 

揭示 基督 教 二 元 政治 观 与 自由 主 关 的 联系 。 

但 也 有 - 些 研 究 自 由 主 浆 很 有 影响 的 著作 在 妃 述 自由 主 

义 的 思想 计 源 时 .对 基督 教 的 一 元 政治 观 或 详 基 不详 ,或 根木 

不 胜 。H.T. 拉 斯 基 在 其 & 欧 训 上 自由 主义 的 起 源 》 一 书 中 ,将 晴 

由 主 尽 的 产生 归结 为 “新 的 经 济 社 会 的 出 现 "”。 他 说 本 产生 目 

由 主 闵 的 原因 在 上 中 世纪 末期 :个 新 的 经 济 社 会 的 出 现 。 作 

为 一 种 理论 , 它 由 性 个 新 社会 的 需要 所 形 盟 . "! 遇 他 肯定 宗教 

改革 思想 在 客观 上 有 有 盎 于 自由 主义 的 形成 , [全 对 中 让 纪 三 

耕 教 二 无 主义 的 政治 传统 则 术 转 一 词 。 如 果 说 社会 主 头 者 拉 

斯 基 的 浅薄 是 由 于 他 所 接 避 的 意识 形态 东 缚 了 他 的 思考 的 

话 ， 那 么 当代 自由 主 习 大 师 哈 耶 克 则 由 于 第 识 结 构 的 缺陷 使 

他 在 对 自由 主义 的 认识 上 出 现 上 有 区。 他 在 追 潮 和 册 主义 起 源 

时 从 而 希 腊 传 统 说 起 ， 但 对 中 世纪 上 千年 的 加 想 出 竟 一 笔 带 

过 沁 整 个 中 世纪 一 直 保 留 着 这 种 传统 ( 指 占 典 时 代 法 治 下 的 

自由 传统 )。131 哈 隐 多 高 举 古 典 自 由 主 关 天 旋 ， 强 调 极 日 

用 ,但 他 似乎 没有 意识 到 . 古 希 蓝 的 自由 传统 与 他 所 探 得 的 销 

极 和 让 让 ， 以 及 与 他 所 推崇 的 英国 自由 主义 传统 特 中 是 苏格兰 

启蒙 运动 思想 的 继承 关系 ， 过 不 如 基督 教 重 要 和 直接 。 对 此 

我 们 只 能 说 ， 这 位 自由 主 交 的 大师 对 自由 主义 的 思想 起 海 也 , 

是 不 其 了 了 了- 

[中 昌 ,.].Laski ,The 丙 ize of 下 ropeerm hereypsmi Mew 了 unswiek am Landsrn : Transaction 

Publiahetrs 1997.p .17. 节 中 译本 为 :思想 的 曾 释 让, 张 拓 上 成. 廿 亦 其 诺 , 殿 州 

和民 出 版 社 ,200t 年 。 

1al 让 这. .np.3， 

[31 弗 芋 知 里 厦 : 到 : 陪 耶 克 : 区 经 酝 .科学 与 栈 知 一 一 哈 更 思想 精 籽 ,到 克利 

译 , 谍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,z0n00 年 ,第 3298 员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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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次 古山 示 上 王 寺 

有 的 党 者 在 对 自 出 主义 的 理解 上 存在 误区 ， 汪 有 有 把握 作 

其 精 骨 。 比 如 华 特 全 斯 捷 较 祖 狭 地 将 白 册 于 祥 理解 为 法 治 和 

民 芋 或 军政 社交 .10 所以 在 意 湖 其 思想 来 源 时 就 不 待 要 领 。J. 

陀 御 因 把 用 由 主 交 定位 在 19 拓 纪 ,他 区 分 了 “革命 时 代 的 大 

赋 公 利 哲 学 网 19 世纪 自由 上 于 六” ,认为 两 者 之 问 “在 气质 和 精 

神 荆 有 着 深刻 的 养 别 ”131 这 样 , 他 就 将 47 一 18 性 纪 的 上 月 南 主 

浆 排 除 厅 日 用 主 交 概念 之 外 ,而 19 世纪 的 自 出 主 文 与 基 叔 教 

上 玻 知 哲学 的 联系 己 经 夺 淡 了 许多 。 这 使 他 不 能 拒 担 两 坦 的 内 
在 联系 :，131 

作 国 内 学 术 界 ， 对 昌 由 主义 的 研究 在 8 年代 站 始 起 步 ， 

近 儿 年 有 所 发 展 . 但 成 果 还 很 有 限 - 而 对 吉 代 中 类 纪 基 督 教 

政治 普 党 的 系统 研究 至 今 还 近乎 室 白 。 在 基督 教 二 元 政治 观 

当日 由 主 尽 关系 问题 FE， 那 位 在 现代 蒙昧 主 关 时 代 “ 苏 让 独 

立 ”`、“ 惟 我 独 醒 ”的 磊 准 曾 狂 县 慧 醋 地 提出 了 他 的 岂 郑 。 顾 

准 注意 到 了 西方 持 扯 纪 日 引 曼 音 族 传统 的 卫 工 文 且 与 罗马 传 

统 的 教 上 文明 并 行 的 特征 。 他 看 到， 与 直 俗 权威 并 行 的 ， 还 

右 示 教 权威“ 下 种 政治 权威 呵 时 并 存 ， 对 于 欧洲 政治 之 不 

能 流 为 绝对 专制 主义 ， 对 十 维护 一 定 穆 庶 的 学 术 痢 由， 对 于 

设 会 制度 的 这 渐 上 发达， 卡 至 对 于 单 命运 动 中 敢于 短 国 王 的 

头 ， 插 是 有 影响 的 。 因 为 两 头 政治 下 最 底层 的 人 也 许 确 宰 捞 

不 到 什么 好 处 ， 传 面 的 人 物 却 可 扩 靠 这 抵挡 那 ， 可 以 钙 空 

了 于， 不 芋 于 像 中 国 弗 样 “ 获 罪 于 君 . 万 所 和 逃 也 ,只 姓 引 倾 就 

[1 天 特 烈 - 带 幸 多 攻 的 本 方 政 应 让 统 近 牧 月 出 主 交 之 上 才 展 .导论 ,1 . 

121 了 萨 健 国政 放学 说 史 , 第 到 下。 

131 上 了 荐 因 指 出 ， 狂 六 的 自由 至 党 “让 来 起 下 保守 证 晤 与 杜 会 上 立 空 间 的 中 

问 政 祝 科 场 ”. 作 这 个 让 习 上 上 它 旺 同意 产 阶 部 规 点 趣味 相投 "三 下 春 交 的 

站 册 主 穴 星 ”和民 个 十 直上 收 竺 传统 或 5 西方 交 昌 的 此 和 价 有 形 成 "的 私 属 了 蚤 点 "， 他 

特 和 出 主 站 分 为 上 个 防 段 ， 里 有关 自 机 主 妆 愉 进 年 井 捕 . 下 铝 东 及 转 国 党 一 附 

于 【乔治 朋 年 网 坟 卜 这 尘 说 中, 第 8 8 页 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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猎 。”!90 大 锥 的 日 光 的 确 犀 利 ,， 位 限于 洒 时 交 荣 件 ， 他 沪 有 有 

能 够 进一步 历 上 于 他 的 研 守 。 

就 我 们 所 看 到 的 材料 而 音 ， 国 内 学 者 们 主要 局 限于 项 兴 

基督 教 文 化 与 近代 西方 文化 以 及 基 扳 教 政 治 思想 与 近代 政 兴 

思想 的 一 般 联 系 ， 个 别 学 者 的 思考 触及 到 延 督 教 的 二 元 政治 

观 与 自由 主义 的 施 分 联系 ,但 到 目前 为 下 ,我们 述 设 有 妇 了 珊 对 

基督 教 二 无 政治 观 的 系统 阐述 ， 玉 及 对 亿 与 间 出 主 交 的 内 在 

联系 作出 完整 的 阐释 - 

李强 先生 在 其 困 内 最 时 系统 评介 和 肯 山 主 尽 的 专 昔 中， 上 

门 论 及 与 出 主 尽 的 历史 渊源 、 伍 对 基督 教 的 作用 具 是 限于 所 

此 其 个 大 主义 的 依 独 ， 52 而 郁 建 兴 先 乍 在 雯 闲 述 点 格 水 了 日 

由 主义 关系 的 力作 中 ,也 论 及 自由 主义 的 皮 源 , 共 笔 黑 集 中 于 

.英国 的 政治 传统 到 其 经 济 结构 ， 在 概述 日 出 主义 的 思想 来 源 

时 ,只 是 提 到 了 和 芷 党 教 “政教 二 元 岂 想 发 展 出 政治 权力 中 有 有 限 

的 观念 ,为 近代 政 消 思 想 家 们 所 一 冉 并 发 "， [3 这 里 已 经 触及 

到 要 点 ,但 作者 并 林 作 进一步 的 曾 述 。 

之 所 以 会 出 现 这 种 情 说 ,并非 学 者 们 的 朴 忽 。 它 反 吴 出 学 

术 界 对 基督 教 的 二 元 政治 观 还 没有 深 人 的 了 解 ， 对 其 与 雪 由 

主 交 的 内 在 联系 尚 献 乏 深 人 研究。 李强 和 郁 建 兴 兰 作 的 主 走 

都 不 是 自由 主义 的 思想 来 源 ， 查 当 他 们 不 得 不 涉及 这 个 问题 

时 ,国内 学 术 界 尚未 提供 可 资 摄 引 和 借 曲 的 够 分 量 的 成 来 。 

对 国内 学 术 界 来 说 ， 一 -个 重要 的 障碍 是 基督 教研 究 与 月 

由 主 广 研 究 的 学 术 壁 鱼 滑 林 打 通 。 研 究 基 督 教 的 学 者 很 少 关 

注 其 政治 哲学 ， 与 自由 主义 研究 更 是 相距 遥远 。 和 研究 月 由 主 

1 让 了 三 淋 立 竺 $, 庚 州 人 民 出 版 杜 .1994 年 .第 2350 一 251 成 。 

121 李强 :和 站 出 主 冻 ?中 国 社会 科 掌 出 虎 和 .1994 年 -第 41 页 、 

131 部 建 兴 : 才 白 由 琴 论 批 震 与 自 让 理论 的 重建 一 一 黑 格 尔 政府 上 哲学 下 其 影 只 让 ， 

学 林 册 版 社 .2000 讨 .和 菠 36 页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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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

区 的 学 者 在 潮 次 似 海 的 基督 教 神学 和 政治 销 学 以 及 纷繁 复杂 

的 中 世纪 政治 忠 利 政治 思想 中 面前 不 免 望 而 生 是 。 中 世纪 下 

治 思想 史 的 先驱 工 菲 吉 斯 全.N .Figkis) 本 人 曾 将 这 个 领域 挟 

述 办 “充满 三 味 和 扑 朔 迷 府 的 争论 的 广 赤 的 撒哈拉 沙洲”。01 

很 少 有 人 有 剪 气 涉 足 这 个 艰深 而 草 环 上 内 生 的 学 术 领 域 。 所 

以 , 对 国内 的 基督 教研 究 来 说 ,政治 上 哲学 是 其 攻 身 的 一 环 ; 而 

对 国内 的 目 由 主义 研究 来 障 ， 对 其 历史 想 源 的 赋 究 也 是 其 注 

虽 的 :二 。 宗 教学 和 牙 治学 的 两 个 薄 红 环节 相 扣 ， 导 致 国 册 

学 术 界 对 基督 载 二 死 政 治 观 与 近代 睛 由 主 艾 的 圈 系 至 今 没 有 

作品 系统 的 探讨 。 

四 | 

本 书 作 者 在 80 华 代 来 发 表 的 一 入 文 章 中 首次 冤 讨 了 基 

叔 教 蚊 治 传统 与 近代 自由 主 妆 的 关系 。 人 作者 提出 ， 从 政治 文 

化 的 角度 米 考 窗 , 自 由 主义 之 所 以 产生 在 西方 ,与 天 方 的 文化 

传统 不 无 美 系 - 具 迟 说 来 ,与 中 世纪 西方 基督 教 的 传统 有 闫 。 

中 世纪 基督 教 文 化 孕育 了 了 昌 由 主义 的 萌芽 。 它 不 仅 是 白 市 主 

多 的 对 立 物 ,也 旦 其 束 以 形成 的 和 母体-。“ 作 者 从 二 个 方面 揭示 

了 两 者 的 关系 :第 一 ,. 呈 由 主义 把 国家 视 为 工具 的 观念 和 对 政 

府 不 信任 的 态度 源 于 基 达 教 ;第 一 ,基督教 强烈 的 个 人 主义 精 

神 梅 成 近 找 自由 主 关 的 基础 :第 三 ,基督 教 使 中 世纪 西欧 形成 

一 无 化 的 权力 体系 ， 它 犹 变 为 近代 和 月 南 主 义 区 分 个 人 权利 与 

[1 了 NEFIEEig。 瑟 Hitral Toag 后 。jromr Ferson po Erotias， 有 有 一 125，New York: 

Harper 立 及 rothera ，1960， 刘 Usjuetio p. ti, 孝 体 被 蔡 洛 "20 世纪 属国 的 黑 收 

尔 "的 别 汞 嘉 耶 去 了 电 说 .中 旋 纪 是 "世界 历史 上 此 费 猜 起 和 最 过 盛 上 .充满 反 

题 和 竹 盾 的 时 做”。( 忆 汪 做 癌 耶 去 :日 有 的 冰 学 3. 第 141 一 142 页。) 



国家 权力 的 界限 .维护 个 人 权利 的 观念 和 制度 。L1 这 里 提出 

了 本 节 的 基本 思想 ， 偶 让 于 当时 对 基 驾 教 政治 哲学 与 自由 主 

交 的 了 解 都 不 够 深入 ， 所 以 只 是 对 两 者 的 联系 进行 了 韦 步 的 

思考 ,有 研 没 有 对 基督 教 的 二 元 政治 观 作 系统 阐述 ,也 没有 对 其 

与 委 由 主 交 的 内 在 联系 进行 完整 的 揭示 和 深 人 的 论证 。 该 文 

只 能 算是 本 书 一 个 不 成 熟 的 纲目。 

在 1996 年 出 版 的 《西方 政治 文化 忧 统 【同年 修订 再 版 ) 

一 书 中 ， 作 者 再 一 次 回 到 这 个 主题 上 来 。 书 来 专 辟 一 - 节 对 政 

教 二 元 化 权力 恒 系 义 其 与 自由 主义 的 关系 进行 了 讨论 。 那 里 

虽然 对 该 问题 的 论 志 有 所 括 展 和 推进 ,但 终 因 篇 幅 所 限 ,仍然 

只 是 轩 及 了 问题 的 冰山 之 一 盘 。 本 节 可 以 视 为 对 前 两 项 研究 的 

继续 与 完成 ,也 是 对 其 锥 下 的 遗憾 的 补 民 。 

本 书 的 首要 目的 ， 是 对 基督 教 的 一 元 政治 观 进 行 系统 的 

前 述 。 这 是 一 个 基础 性 的 工作 。 由 于 国内 目前 尚未 有 相关 的 

成 果 问 世 ,所 以 ,我 们 需要 届 较 大 的 入 幅 , 梳理 出 基督 教 … 元 

政治 观 的 基本 内 狂 .主要 肉 容 及 其 历史 发 展 脉 络 。 

在 这 个 基础 土 ， 我 们 再 进一步 探讨 基督 教 二 元 政治 观 与 

近代 自由 主义 的 内 在 联系 。 从 篇 章 布 局 上 ， 从 三 个 方面 展开 

讨论 , 即 分 别 从 旧 由 主 久 的 个 人 主 兴 精神 基础 , 少 极 国 守 观 凡 

厂 个 人 权利 与 国家 权力 关系 的 思想 三 个 方面 冰 述 其 与 基督 教 

二 元 政治 观 的 联系 。 

在 对 这 几 个 问题 进行 探讨 时 ， 我 们 均 从 几 个 木 周 的 层面 

和 前 度 人 手 : 

第 一 ， 对 基督 教 一 元 政治 观 与 近代 自由 主 交 思想 的 园 辑 

联系 进行 分 析 。 我 们 将 会 发 现 ， 前 者 为 乒 普 准备 了 思想 前 提 ，， 

后 老 是 前 者 的 合乎 责 辑 的 发 展 或 引申 。 由 前 者 向 后 者 的 转变 

[11 品 日 云 : 屎 基督 孝 忧 统 村 近代 自由 主 立 , 载 《 政 治学 研究 》1989 年 第 3 期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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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 是 表层 的 变化 , 而 在 屋 里 , 酒 者 是 相互 贯通 的 。 它 们 有 

共同 的 二 元 主义 的 思维 方式 ,它们 的 理论 内 核 是 一 脉 相 靖 的 。 

第 二 ， 对 两 者 的 历史 联系 进行 描述 。 通 过 对 基督 教 二 元 

政治 观 向 自由 主 文 发展 演变 的 历史 线索 的 梳理 ， 找 到 两 者 相 

互联 系 的 历史 环节 , 灿 线条 地 措 述 出 历史 发 展 的 轨迹 。 

第 三 ， 味 出 纯 思 想 史 的 获 蓝 异 限 ， 惜 鉴 当 代 政 治文 化 理 

说， 从 政 洁 文化 妨 变 的 角度 来 考察 两 者 的 这 层 联系 。 基 督 教 

一 元 政治 观 和 自由 主义 首先 是 一 种 理论 ， 特 别 是 政治 理论 和 和 

政治 哲学 ,但 在 我 们 这 里 .它们 还 是 一 整套 政治 信人 种、 政治 夫 

值 .政治 态 麻 和 政治 情感 的 性 系 , 即 一 种 类型 的 政治 文化 。 政 

治 打 学 只 是 它 在 理性 层面 的 升华 。 所 以 我 们 挖掘 它们 的 内 

涵 ， 不 仪 停留 在 其 自 党 的 层面 ， 还 要 深 人 其 不 自觉 的 层面 。 

延 过 变动 和 和 多样 化 的 表层 发 现 其 相对 稳定 的 次 层 继承 过 传 关 

系 。T11 这 时 我 们 会 发 现 ， 基 督 教 二 元 政治 观 作 为 -种 理论 从 

整体 上 虽然 被 近代 自由 主义 所 抛弃 或 和 否定， 但 它 作 为 一 种 政 

治文 化 的 深层 积淀 ， 其 基本 的 政治 态度 、 政 治 俐 值 取 到 和 政 

治 情 感 已 经 识 识 植 人 西方 政治 文化 的 基 两 中。 通过 政治 文化 

的 下 传 过 程 ， 它 融 人 近代 上 自 频 主义 的 血液 。 

第 四 ,引进 比较 研究 的 方法 ,通过 将 基督 教 立 化 与 其 他 六 

化 的 比较 研究 ， 发 现 基 督 教 二 元 政治 观 以 及 建 基 其 上 的 政 融 

关系 模式 的 独特 性 及 其 影响 。 这 在 .… 定 程度 上 仍 是 前 一 种 方 

法 的 延伸 。 由 于 篇 幅 所 限 ,这 方 曾 的 讨论 不 可 能 充分 展开 ,但 

它 将 为 本 书 的 基本 观点 提供 强 有 力 的 支持 。 

[11】 涩 伐 国外 史学 异 江 起 了 对 "第 二 层次 中 学 " 即 “ 心 态 虫 学 "的 研究 .党 者 们 将 版 

出 和 劳 为 三 个 屋 底 : 福 时 区 史学 ,研究 忧 统 的 事件 中 :中 .长 时 姓 虫 学, 峰 究 坚 斌 

或 社会 史 ; 长 时 姑 时 学 ,研究 心态 史 , 即 和 人 太 的 态 笨 .行为 模式 和 “和 群 性 的 大 章 

识 " 等 。! 委 见 商 必 外 兰 西 风 档 :大 革 合 的 政治 并 化 ,新 世人 民 出 版 社 .1991 

年 , 绅 8 一 17 页 。 ) 这 神 旭 兖 思路 与 我 们 对 政 铬 误 化 奸 变 的 斌 究 有 相近 之 处 。 



w 
一 邢 避 野 中 的 人 

基 管 教 的 出 现 ,从 根本 上 改变 了 西方 社会 关于 人 的 观念 ， 

包括 人 的 本 质 、 人 的 价值 、 人 生 的 目标 、 人 与 他 人 和 社会 的 关 

系 等 。 作 为 自由 主义 理论 精 骨 的 一 系列 二 元 论 ， 即 个 人 与 国 

家 个 人 权利 与 政府 权力 .公民 社会 与 国家 的 二 元 论 , 来 源 于 

基督 教 的 一 系列 一 元 观 您 。 而 作为 基 和 上 教 一 系列 二 元 观念 出 

发 点 的 , 则 是 对 人 的 二 元 论 解 析 ,尤其 是 从 人 的 一 重 性 观念 推 

论 出 来 的 对 人 的 精神 性 价值 的 推 重 ， 以 及 对 人 与 上 帝 联 系 的 

仁和 促 。 它 们 构成 基督 教 二 元 政治 观 的 基石 ， 也 是 作为 自由 主 

当 精 神 基础 的 个 人 主义 的 主要 思想 来 源 。 

一 作为 终极 价值 的 个 人 

康德 曾 以 :名 和 名言 概 括 了 自由 主义 的 一 个 基本 模 依 ， 人 

的 行动 ,要 把 你 自己 人 身 中 的 人 性 , 和 其 他 人 和 中 的 人 性 , 在 

任何 时 候 都 同样 看 作 目 的 ,永远 不 能 只 看 作 是 手段 。"00 将 这 

[1 康德 区 通 萌 形而上学 原 池 》, 苗 力 田 译 . 上 壮大 氏 上 出 版 林 ,1986 年 ,第 8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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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名 言 简化 一 王 就 是 “人 是 目的 ”。 这 里 所 说 的 “人 ”是 指 独 

立 .自由 和 平等 的 个 人 ,是 与 社会 整体 或 国家 相 分 离 由 对 立 的 

个 人 -。“ 人 是 旧 的 "这 一 会 题 ,确认 了 人 是 终极 价值 ,最 集中 地 

表达 了 个 人 主 立 的 信仰 。 这 是 自由 主 立 始 狼 不 洽 的 依从 ， 也 

是 自由 主义 政治 哲学 的 基石 。 这 一 句 简洁 的 合 题 ， 凝 阳 着 两 

方 思想 中 一 千 年 的 发 展 成 果 。 

1] 个 人 :自由 主义 的 基石 

古典 自由 主 关 的 理论 前 担 和 精神 基础 是 个 人 主 尽 。 自由 

主 尽 思想 家 都 是 从 个 人 出 发 , 来 论述 国家 权力 的 起 产 、 性 质 、 

范围 及 其 权利 依据 的 。 无 论 他 们 在 个 人 权利 与 国家 权力 关系 

上 达 至 什么 结论 , 其 政治 思维 的 逻辑 是 一 致 的 :个 人 是 国家 的 

基础 , 国家 是 个 人 的 集合 ， 个 人 既是 国家 的 成 员 , 又 是 日 足 圆 

满 的 整 体 。 如 DO, 吉尔 皮 所 指出 的 :近代 上身 然 法 学 狐 政 治 思想 

“将 宇宙 视 为 人 为 的 整体 , 其 中 每 个 存在 的 部 分 一 一 无 论 是 集 

合 的 存在 f 团体 ) 还 是 单个 的 存在 一 一 既是 部 分 , 又 是 整 悼 。 作 

为 部 分 , 它 被 宇宙 的 终极 厌 因 所 决定 ; 作为 整体 , 它 有 上 自己 的 

终极 床 因 "。01 在 个 人 与 国家 的 关系 上 ,自由 主义 坚持 个 人 的 

本 原 性 和 至 上 性 原则 . 其 基本 观念 是 : 个 人 权利 是 前 提 , 国家 

权力 是 结论 ; 个 人 权利 是 因 , 国家 权力 是 果 ; 个 人 权利 是 初始 

的 、 先 在 的 、 自 然 的 ,国家 权力 是 后 发 的 .派生 遇 、 约 定 的 ;121 

[1] Ptto Cierka ， Police Teeriez 吕 ip He dge ,atibridEge ' 袜 pmbriqdge Uniyersity 

fresas, 1987 ,P-7. 

1L2] 惕 国 守 法 3 的 { 校 利 法 索 》 在 列举 了 政府 不 得 慢 犯 的 一 勾 列 个 大 权利 后 .第 如 

公明 立 规 定 ,“ 本 宪 汪 对 革 些 标 利 的 列举 . 干 得 捉 解 释 为 否定 或 轻 神 由 人 人 民 埋 

国 的 其 他 权利。 "人民 保 前 的 其 也 视 利 "这 一 提 法 疮 及 漆 远 , 它 开明 , 基 些 权利 

是 个 大 画 有 的 ,并 非 肖 于 宪法 .严格 地 说 ,也 和 不是“ 宽 继 权 利 ", 它 们 基 先 在 的 权 

利 .和 而 下 是 乱 府 晤 予 的 权利 ;它们 乌 由 帘 尘 来 吉 搞 .由 生 其 洛 法 岩 于 的 。 



个 人 权利 是 目的 ,国家 权力 显 工 上 其 ,国家 权 方 到 个 人 权利 而 存 

在 ; !1 个 人 权利 限定 了 国家 权力 的 范围 , 设 定 了 国家 权力 的 

油 限 ,在 个 人 权利 的 范围 内 ,国家 权力 是 无 效 的 ;431 个 人 权利 

取 最 大 值 ,国家 权力 取 最 小 值 ,国家 权力 是 单个 人 走 到 一 起 过 

共同 的 社会 生活 所 必须 的 最 低 限 度 的 权力 ， 是 组 成 群体 的 个 

人 的 权利 相互 加 减 滋 除 之 后 的 剩余 权力 。01 总 之 ,在 世俗 社 

会 和 世俗 生活 的 层 击 上 ,相对 于 社会 整体 和 国家 ,自由 主义 者 

将 个 人 视 为 本 原 和 终极 目的 。54] 

[11] 

[ 2] 

[3] 

【4] 

宏 训 塔 情 特 (Mtctagparl 指出 ,个 入 才 是 目的 ,如 果 把 可 筑 的 昼 人 点 属国 家 , 屠 

般 是 "个 像 并 庆 "。! 转 下 自 虫 落 误 : 卢 克 斯 :个 大 主 宇 :分 析 与 批 刊 放 , 后续 

京 . 孔 冬 古 译 ,中 国 广 播 电 讽 出 虎 社 ,19953 年 ,第 5$55 册 ， 访 书 的 只 一 个 中 评 店 

是 癌 充 文 详 必 个 大 主 区 3. 江苏 大 民 出 版 社 ,2001 千 。) 

牙 杜 丹 粤 地 将 个 人 人 和 审 称 为 “ 硒 强 .他 说 “得 :项 权利 部 轰 成 为 一 个 再 坚 ， 

保护 那个 特定 前 示 利 持 有 上 的 相应 利 准 和 址 爱 拭 何 郊 图 的 全 测 . 世 扬 整 个 玻 藻 

群体 的 意图 -.“( 安 本 尼 ' 条 ' 雅 囊 尽 本 申 白 由 证 立 》. 陈 华 等 译 . 中 辐 社会 科 

学 出 版 社 ,19937 年 ,第 543 页,，) 

蓉 国 人 在 制定 宕 法 过 程 中 , 曾 冀 生 过 是 否 应 阶 特 《权利 法 案 ? 货 点 罕 革 的 当 论 ， 

支持 者 认为 ， 客 法 抒 再 政府 的 : 些 委 力 有 可 能 被 用 来 仍 犯 个 人 可 利 . 因此 需 昌 

特 个 大 的 某 些 基本 权利 明确 列举 册 素 .规定 政府 和 不祥 慢 犯 。 反 对 者 试 为 , 壳 法 设 

定 了 政府 枕 力 , 余 青 均 为 个 上 权 利 , 如 将 个 人 可 利 在 府 尖 中 列举 出 来 ! 任 何 立 贾 

都 不 能 这 鼠 个 人 权利 ) ,会 补 理 钾 胃 条 者 均 为 政府 权力 .如 提交 尔 辆 就 指出 人 

杷 法 肆 昔 款 中 世 揪 车 二 未 管控 予 政 府 的 可 为 限制 ; 而 正 民 如此, 将 汶 政 府 要 求 

过 于 已 援 权 力 的 异 口 。 既 乓 此 事 政 府 无 梳 处 理 ， 则 人 问 必 宜 布 和 天 和 覃 如 此 处理 ? 例 

如 . 既 束 井 未 授权 政府 如 何 限制 出 版 自由 ， 则 和 何 上 声明 不 查 限 制 之 ?" 【 认 密 和 尔 

顿 . 芒 峡 、 喜 迪 和 下: 《联邦 世人 文 生 3, 程 连 则 等 译 、 商务 印 书馆 ,， 1982 年 , 第 429 

统 。}) 杜 疼 的 结果 是 一 神 妇 协 , 即 宪法 列举 个 大 的 某 些 重要 权利 ,同时 如 上 丛书 ， 

指 恨 所 列举 者 并 非 个 人 的 全 部 权利 。! 适 见 弗 里 德 转 六 - 权 ， 陪 耶 砚 :《 自由 蒜 

计 康 理 打 二 ), 开 正 来 译 . 生 活 ' 访 节 - 新知 二 联 书 店 ,1997 年 ,第 233 一 234 页 。) 
由 此 可 见 .争论 亚 六 的 著 眼 点 不同 .也 者 是 站 在 个 大 杖 利 立 和 场 上 的 。 

卡尔 :1. 砷 里 神 里 希 指 出 :整个 西方 军政 中 娩 线 而 挛 的 一 个 观 间 是 :上 和 上 生 的 

个 迟 具 有 最 商 的 入 值 ， 他 应 当 兑 受 其 壳 酒 有 的 干预 ， 无 论 这 一 统治 者 为 君 

于 . 政党 还 是 太 赦 数 公信。”【( 卡 条 蓝 里 若 里 着: 超 验 正 交 一 一 这 政 的 

宗教 之 妈 # , 周 级 . 王 丽 芝 译 . 生 话 .读书 ,， 新知 三 联 书 店 ,1997 年 , 笔 15 现 。) 

而 俏 林 的 谤 法 是 ,惟有 权利 才能 上 成 尖 秘 对 的 来 西 。 "1 Berin ,Twe Conewein 

Lihesty ，in 玫 bur 下 rsayr on frberiy ,和 xford -Oxford Univermsity Preaa，1969. 中 译本 大 

见 陈 晓 林 译 志 自由 四 论 ?, 右 和 联 径 出 版 公 可 ,1988 年 ,第 165 焉 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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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期 自由 主义 思想 家 都 借助 于 “自然 状态 " 概 辣 来 构 违 让 

国家 理论 的 大 苦 。 佳 他 们 所 描述 的 “ 纠 然 状态 "上 下, 人 害 抽 稼 

为 一 个 个 孤立 的 单 千 ,社会 蕉 还 隶 到 无 监 褒 权力 的 原初 水 平 ， 

社会 公 上 未 板 力 被 层 层 和 阐 去 后 天 人 为 的 合法 性 外 装 ， 约 减 为 夫 

度 状 态 。 

近代 社会 粤 约 理论 所 摘 述 的 “日 然 状 六 无 疑 有 者 历史 的 

和 径 验 的 基础 , 盛 论 是 自然 人 还 是 和 白 然 状态 ,在 历史 和 社会 现 

实 中 都 能 发 现 它 的 原型 。 但 作为 一 种 政 褒 哲 学 ,“ 目 然 状 仿 ” 

概 就 主要 是 一 种 边 和 畔 推论 的 工具 。 疡 划 回 管 的 足 ， 国 家 权力 

是 如 和 何 产生 的 ?其 权利 依据 何在 ?日 下 主 区 帮 对 此 问题 的 回答 

几 平 异 口 局 声 :国家 (或 政府 ) 权 万 是 在 ”日 然 状 态 "的 基础 上 

形成 的 人 为 的 社会 建 枸 ， 它 的 权力 和 权 剩 来源 于 人 民 的 授 子 

成 委托 。 

根据 自 击 主义 的 理论 范式 ， 自 热 状 态 中 的 人 已 经 拓 腊 了 

各 种 天 然 联 系 的 社会 脐带 ， 成 为 狐 立 、 目 由 各 平 等 的 原 于 式 

的 人 。011 每 个 人 都 是 旧 足 圆满 的 整 恒 。 扫 他们 感 受 着 自己 

的 痛苦 和 快乐 ， 要 表达 自己 的 意志 ， 追 求 自 己 的 利益 ， 满 足 

自己 的 签 求 。 这 样 的 个 人 是 国家 之 根 ， 册 这样 的 个 人 人 天然 具 

有 的 权利 ， 即 所 冰 “ 上 日 然 权利 ”(natural rights) ， 就 是 国家 权 

力 之 源 。 就 是 从 这 种 纯粹 个 人 的 感受 、 和 谷 求 、 利 益 和 权利 

中 ， 上 月 由 主 头 者 推 省 出 政 褒 权利 和 关 委 体系 ， 推 省 出 国家 要 

力 的 性 质 和 范围 。 

L11 著名 法律 虫 学 家 梅 因 称 " 人 天生 而 平等 "为 法 国 候 恋人 党 生 而 自由 "” 恤 美 国武 

设 .美国 的 & 独 立 宜 言 ? 刚 将 这 商 个 假设 堵 台 在 一 起 。( 扼 网 梅 因 : 古 伐 法 + 这 

景 一 译 . 商 务 印 书馆 .1959 年 ,第 54 一 55 责 。) 

「21 和 白 由 主 实 者 美 于 白 然 大 的 摘 述 反映 了 甘于 人 的 这 伐 观 意 . 如 爱 默 生 所 谤 ,过 

代 社 会 的 - :个 新 特定 在 于 ,“ 承 斌 个 人 的 新 的 重要 性 … 全 所 与 人 要 人 主 权 国 

家 之 问 那 样 对 待 ”. 



盾 期 自由 主义 者 几乎 都 将 "自然 状态 ”和 “自然 人 "作为 其 

理论 的 出 发 点 和 政治 筷 维 的 逻辑 起 点 。 起 布 斯 和 洛克 是 为 自 

让 主 艾 理论 费 定 基础 的 人 物 , 他 们 都 将 论证 国家 (政府 ) 权力 

的 权利 根据 作为 目的 。 尽 管 前 者 的 主要 慨 向 在 于 论证 国家 权 

力 的 人 台 理 性 及 必要 性 ， 后 者 的 主要 人 恬 向 看 于 论证 国家 权力 的 

有 限 性 , 砷 但 他 们 都 从 一 种 缺失 政治 权力 的 自然 状态 出 发 ,从 

自然 状态 下 大 所 具有 的 权利 出 发 。 这 种 权利 被 他 们 表述 为 “ 自 

然 权 利 ”， 不仅 因为 它们 存在 于 自然 状态 ,还 因为 它们 是 按 人 

的 本 人 性 所 享有 的 ,1 与 生 俱 来 的 ,人 因为 是 人 而 天 然 享 有 这 些 

权利 。 它 是 政治 权力 的 终极 来 源 和 依据 ,也 是 他 们 整个 政治 哲 

学 体系 的 基石 。{15! 早 期 自由 主义 政 治 观 就 是 权利 政治 观 。 

让 霍 布 斯 和 洛克 蓝 定 的 这 种 思维 模式 统治 了 一 个 笋 世 

纪 。 到 18 世纪末 ,在 自由 主义 的 故乡 英国 ,新 一 代 自 由 主义 者 

柏 克 . 边 论 等 纷纷 起 来 置疑 “自然 权利 ”理论 的 真实 性 。 柏 克 

批评 自然 权利 学 说 受到 形 而 土 学 的 唯心 主义 和 理性 主义 的 影 

喝 ， 以 数学 的 方法 和 思 鸭 的 理性 梅 建 出 脱离 历史 和 人 人 性 实际 

的 抽象 权利 ,使 其 成 为 绝对 的 道德 原则 ,结果 是 产生 -种 新 形 

式 的 暴政 。 在 边 泥 看 来 ,17 一 18 世纪 人 们 作为 口头 禅 的 "自然 

状态 "不 过 是 子虚乌有 。 ”自然 权利 "说 明了 国家 权力 的 来 源 ， 

但 "自然 权利 ”本身 却 没有 来 源 。 大 们 所 享有 的 实证 权利 是 法 

[11 当代 一 些 党 者 和 内 天 盘 现 的 洗 训 的 早期 其 作 和 笔记 等 材料 中 ,发现 青年 洗 克 完 

全 是 一 个 量 布 斯 主 广 者 .有 的 党 者 共计 示 为 ,洛克 一 生 了 世 设 有 押 脱 & 利 锥 } 

的 影 千 。 有关 亲 还 对 上 见 喜 柏 磊 的 博士 访 训 :长 寻 玉 权 感 与 各 由 的 平衡 一 一 

旱 布 斯 .次 克 与 近 钱 由 主 尽 的 兴起 41 待 发 表 ) 。 

[2] “mature 一 词 在 西方 思想 传统 中 .由 有 ”" 自 部 "的 证 光 , 灵 有 "本 性 "的 洱 六 。 

[3] 施 特 劳 斯 认 尖 ,在 效 布 斯 亚 里 .下 是 以 传统 的 作为 “客观 秩序 "和 的 自然 继 为 理论 趣 

上 : 而 是 以 “ 自 扼 权利 "为 起 点 。 这 种 * 刘 类 权利 " 基 一 种 区 对 合理 的 主观 诉求 . 它 

不 但 不 依 琳 于 先 在 的 法 律 、 黎 序 和 六 务 . 而 且 星 它们 的 测 源 ，1Leo Strauss，The 

PR PNEFodoFhy 中 ophas .ficagc Unjversity offhieago Prasa 1962.p .1.) 褚 克 在 

这 点 上 女 了 到了 挫 布 斯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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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 之 子 , 是 国家 法 律 赋 子 的 ,但 “自然 权利 " 却 是 一 全“ 无 贫 安 

子 ”。，f] 

别 对 这 个 找 不 到 来 源 说 不 清 出 身 的 “无 父 之 于 ,自由 主 

闵 章 们 感到 十 分 绪 迫 难堪 。 在 实证 精神 奖 人 政治 思 痊 的 各 个 

首 落 的 时 代 , 特 由 主义 思想 家 舍弃 了 “月 然 状 态 "这 一 理论 抬 

却 , 不 再 内 自然 人 ”和 ”自然 权利 "出 发 来 构思 国家 权力 的 性 

质 和 范围 , 但 他 们 并 设 有 关 奔 最 初 租 “月 然 状 态 ” 概念 所 蛋 型 

的 个 人 让 尖 取 阿 的 运 辐 方式 ,以 及 由 “ 昌 然 大 ”和 “日 然 权 利 ” 

所 针 载 的 个 人 主义 精神 。 介 们 越过 了 “无 父 之 子 " 的 虚构 , 直 

接 众 个 人 利益 . 痒 福 .权利 .月 由 等 出 居 讨 论 国 家 权力 。 

18 世纪 末 ,， 面 对 法 国 大 革命 的 迷 和 狂 与 噶 串 . 冷静 的 德 因 

自由 主义 思想 家 洪 堡 已 经 澜 察 到 - -种 新 的 政和 治 赵 向 ， 那 就 是 

国家 对 人 的 终极 目标 漠 相 关心 ,力图 把 人 蛮 成 "机 器 " ,期 望 个 

大 完全 彻底 地 认同 自己 的 任务 ,成 为 :种 设 有 尾 何 个 人 特征 

的 . 训 无 独立 意志 的 工具 。 抵 制 国家 的 这 种 发 展 赵 司 .保护 个 

人 日 由 ,是 举 生 政治 学 说 的 主题 。 在 被 淮 为 “德国 特 由 主 久 大 

宪章 的 《国家 的 作用 》-: 书 中 ,他 开篇 就 点破 于 题 :他 要 研究 

的 是 “整个 国家 机 构 设 置 的 械 作 目的 ， 了 以太 它 的 作用 有 和 何 限 

制 。5 国家 学 说 的 个 人 主 久 基础 在 洪 全 那 里 没有 了 明确 地 表 

述 ， 但 这 个 前 提 无 疑 是 隐 含 在 他 整个 理论 体系 中 的 。 和 芙 穿 于 

洪 公 关 于 国家 权力 的 目的 虽 甘 限制 的 全 部 论述 的 核心 精神 ， 

就 是 如 何 使 围 家 不 会 侵犯 和 妨碍 个 人 自由 和 权利 ， 

[类 的 枢 利 以 何 而 素 ? 粕 再 二 每 宙 自 然 权 利 理 褒 的 侣 王 性 因 嘉 ， 伍 他 强调 模 和 是 

具有 肯 的 ， 是 出 史 待 纺 形 成 的 后 来 许 雪 思想 家 部 持 此 说 。 详 际 下 ， 敌 布 荐 

和 和 沙 充 的 天 旦 (有 头 1] 大 权 理 这 与 后 来 的 人 赔 栏 利 理论 都 有 共 侣 理性 。 前 者 

特 传 炳 枢 利 (等 枢 j 泾 化 为 一 般 权 和 和 ， 司 者 在 一 般 相 利和 指 到 半 队 的 时 代 , 以 历 

中 由 沪 其 奸 到 根基 。 前 者 时 革 前 开 论 .后 埋 是 对 革 侧 碟 计 的 历史 六 护 。 

[zl 上古 麻 ， 淮 量 :《 陀 国家 的 作用 )， 标 药 远 .汉江 抱 详 ， 中 国 社会 科学 贱 版 时 . 

1993 年 ,种 22 页 。 



雪 世纪 初 , 活 国 日 由 主义 者 贡 斯 当 也 把 个 人 自由 作为 其 

政治 学 说 的 基点 。 他 相信 多 个 人 独立 是 现代 大 的 第 一 和 再 要 ”， 

个 人 自由 是“ 惟一 真实 的 自由 ”, 是 “真正 的 现代 自 四 ”。011 这 

种 自由 是 国家 权力 必须 而 对 的 现实 。 “公民 拥有 独立 于 和 任何 

社会 政治 权力 之 外 的 个 人 人 权利， 任何 侵 犯 这 些 权 利 的 权力 都 

会 成 为 非法 的 权力 。 13 在 确认 了 个 人 目 自 和 权利 的 前 担 下 ， 

页 斯 当 骨 去 探讨 国家 权力 的 性 质 和 界 跟 。 

按 沱 和 4. 密 尔 担 出 功 和 主义 作为 自由 主 习 的 理论 基础 ， 

他 们 将 “ 赵 乐 避 苦 ” 视 为 人 类 的 本 性 和 人 类 行为 的 惟 …… 动 机 ， 

内 这 一 基点 出 发 ， 他 们 提出 一 个 简洁 的 公式 来 衡量 国家 的 优 

沙 , 妇 "最 大 允 数 大 的 最 大 幸福 "。 和 在 他 们 看 来 ,社会 利益 是 个 

大 利益 的 总 和 ， 所 碎 个 人 利益 是 惟一 真实 的 利益 。 只 有 每 个 

天 增加 了 快乐 的 总 和 , 吴 少 了 痛苦 的 总 和 ,实现 了 他 的 最 大 利 

益 , 闲 个 社会 才能 实 需 利益 的 最 大 化 。 在 功利 的 计算 中 ,每 个 

人 只 能 算 必 ~ 个 (单元 ) , 投 有 谁 能 够 和 多 于 一 个 《单元 )。 这 融 

将 权利 平等 思想 以 另 -种 方式 表达 了 出 来 。 

怠 刚 ， 奴 区 纪 末 到 19 区 纪 中 期 的 自由 主 艾 思想 家 放弃 

了 自然 权利 学 派 关 于 “自然 人 ”和 “自然 权利 ”的 理论 形 

式 ， 但 却 继 承 了 其 个 人 本 位 的 理论 内 核 ， 继 续 将 个 人 及 其 相 

关 的 自由 、 利 益 、 权 利 等 作为 其 国家 学 说 的 出 发 点 。 他 们 的 

政治 思维 仍然 从 个 人 出 发 定义 国家 ， 而 和 不 是 从 国家 内 发 定 当 

个 人 。 个 人 仍 处 于 其 价值 原点 的 地 位 . 在 这 样 全 的 时 候 ， 他 

们 并 设 有 解 正 人 们 对 “自然 权利 ”的 批评 : 归 然 权利 是 虚构 

[1] 邦 雅 曼 . 责 斯 当 :#k 古 代 上 的 自由 与 现代 人 的 自由 .个 克 立 . 刘 往 船主 ,商务 印 书 

馆 . 1999 年 ,第 38.41 页 。 责 斯 当 所 谓 的 "个 大 自由 "是 与 " 朴 治 自由 "相对 而 计 

的 -“ 政 汐 息 由" 挡 朴 裕 上 的 月 和 泊 和 和 与 . 即 民 主 ; "个 拓 上 自 由" 屁 指 个 人 的 独立 ， 

个 大生 活 的 其 些 祝 壤 免 到 网 家 权力 干预 ., 即 人 可 。 

[23] 邦 雅 有 ， 责 斯 当 : 古 代 人 的 自由 与 现代 天 的 自由 ?3, 蒜 61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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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.没有 实证 的 基础 ， 那 么 ， 膀 去 了 了 “上身 然 极 利 ” 外 在 的 

“个 大 权利 ”、 “个 大 自由 ” 久 及 “ 动 利 ”的 依据 是 什么 ，? 

他 们 为 国家 权力 提供 了 依据 ， 但 却 没 有 为 这 依据 提供 依 妖 。 

他 们 设 定 个 人 权利 为 国家 权力 的 界限 ， 伺 却 设 有 解释 为 何 个 

人 权利 是 国家 权力 的 界限 ， 而 不 是 皮 过 来 国 冢 权 方 是 个 人 

权利 的 界限 。 在 19 世纪 的 自由 主义 者 当中 ， 我 们 看 到 密 

尔 为 个 人 自由 提供 了 系统 的 论证 ， 但 他 的 论证 似 涉 必 目 由 

的 直接 社会 功效 层面 ， 洽 有 达到 关于 个 人 与 国 察 关系 的 本 

体 论 的 深度 。10 从 本 体 论 的 深度 论证 个 人 与 画家 关系 的 

大 有 人 在 ， 如 黑 格 尔 ， 但 他 是 从 国家 上 出 发 定 尽 个 人 ， 其 目 

的 是 以 一 种 纤 合 了 自由 主义 的 国家 主 尺 来 实现 对 自由 主义 

的 超越 。 

2 政治 思考 的 原 操 :理论 上 的 

不 自 党 与 文化 上 的 无 意识 

自由 主义 者 内 部 似乎 有 一 种 默 抽 ， 即 对 他 们 作为 其 理论 

体系 出 发 点 的 “个 人 自由 ”和 “个 人 权利 ”的 根据 保持 沉 

[在 这 全 问题 和 上, 与 窗 尔 同时 代 的 法 国 思想 家 托 克 维尔 才 达 了 自由 主 浆 苦 的 典型 

态度 . 他 认 岁 , 大 们 起 求 上 自由 过 程 中 下 应 附加 和 主 何 功利 性 的 目的 . 追求 自由 就 是 

沪 了 自由 本 身 , “老少 必 代 中 , 有 些 人 的 心 一 直 紧 紧 依 恋 善 自由 ， 使 他 们 依恋 的 

是 自由 的 诈 惑 方 . 自由 本 身 的 构 力 ,与 自由 的 物质 利益 姑 美 ;这 就 及 在 上 帝 和 法 

律 的 惟一 统治 下 . 能 无 拘 无 东 地 言论 .行动 .呼吸 咎 快乐 。 谁 在 自由 中 了 妇 求 自由 

本 身 以 四 的 东西 ， 堆 就 只 配 爱 规 柜 ，"“ 某 些 民 族 直 过 于 难 万 险 颜 强 地 志 求 自 

由 - 籽 们 热爱 自由 , 诈 洒 是 晶 寺 自由 给 他 们 什么 物质 利益 .他 们 把 自由 未 身 看 必 

一 种 宁 商 而 必 埋 的 幸福 , 若 先 去 自由 .性 何 其 他 东西 者 不 能 使 他 们 得 到 宽 是 ;在 

党 到 自由 ,他 们 就 会 室友 稼 让。“! 托 克 维 尔 坟 旧 籍 庶 与 大 革命 # ,得 芋 译 , 南 考 印 

书 忱 ,1992 年 .第 202 一 3203 页 。} 险 耶 亮 也 说 居 只 有 当 事 先 知道 自由 能 名 带 来 好 

外 时 才 担 到 批准 的 户 几 .是 下 能 称 为 自由 的 。”! 弗 旺 德 里 和 项， 汉 ' 哈 下 克 : 党 

济 .科学 与 政 藻 陪 亚 克 思 想 精 以 ? ,第 3591 让 ，)? 伯 林 忆 闻 述 的 “ 消 椰 自由 的 

糙 证 之 一 , 即 自 由 具有 内 在 价 介 .不 是 室 现 其 他 价值 的 手 怀 。 



黑 ， 不 作 进 一 步 有 效 的 论证 ， 这 正 表 明 他 们 实际 上 将 其 作为 

政治 推理 的 “原点 ”和 基石 ， 也 姑 启 动 他 们 政治 思维 的 看 动 

力 。 自 由 主义 理论 体系 处 处 都 温润 着 个 人 十 闪 精神 ， 个 人 是 

它 的 出 发 点 和 上 归宿， 但 它 的 个 人 主义 最 帘 出 的 表现 ， 万 在 于 

它 将 个 人 的 权利 视 为 不 征 自 明 的 ， 而 国家 1 政府 /的 权力 则 是 

需要 证 明 的 ; 政治 敬 学 需要 为 国家 权力 提出 模 据 ， 发 现 其 权 

利 何在 ， 世 却 不 需要 为 个 人 权利 提供 依据 。 个 人 权利 是 政党 

穆 序 和 政治 权力 的 原因 ， 人 但 它 本 身 却 没有 了 原因。 如 后 面 我 们 

要 谈 到 的 ， 好 时 一 定 要 为 它 找到 一 个 根据 ， 那 不 能 在 此 岸 世 

界 找到 ， 测 需要 到 彼岸 世界 去 发 现 ， 也 就 是 在 人 与 上 帝 的 联 

系 中 去 发 现 。 

以 路 克 为 代表 的 1? 一 18 世纪 的 自由 主义 者 都 把 作为 国 

家 基 珊 的 个 人 权利 视 为 “自然 的 ”， 其 会 义 在 于 , 它们 是 人 的 

本 性 所 加 有 的 , 与 生 惧 来 的 . 先 于 国家 而 存在 的 。1736 年 , 当 

聚会 费城 的 北美 殖民 地 人 民 的 代表 同 世 人 宣告 他 们 的 权利 

的 时 候 ， 怕 们 觉得 并 不 需要 去 论证 他 们 打 以 黄 有 这 些 权 利 ， 

而 是 直接 宣称 ; "我们 认为 这 些 真 理 是 不 证 白明 的 。 "01 丁 . 萨 

拜 因 指 出 :“ 天 财权 和 着 学 所 依据 的 伦理 理论 ， 必 然 是 直观 

的 。 除 了 像 洗 克 和 杰 翡 隙 那样 , 肯定 个 人 权利 是 不 言 和 上 昌之 

理 以 站, 没有 旬 的 办 法 能 为 不 可 侵犯 的 个 人 权利 的 理论 进行 

辩护 - “1 

贡 斯 当 区 分 了 不 同 的 自由 ,在 他 看 来 ,各 种 自由 的 性 质 个 

同 ,依据 也 不 同 。 必 为 其 中 的 财产 权 提 供 了 一 种 功利 的 解释 ， 

在 他 看 来 ,财产权 是 社会 的 产物 ,是 "社会 的 会 约 ” ,0 司 秆 这 

[1 《 杰 辈 表 千 (上 ] , 刘 放 昌 、 邓 红 所 译 , 生 请: 让 节 - 新 季 三 联 书 店 ,19%3 年 ,第 

22 机 - 

[2]  J, 贾 振 困 : 区 政治 掌 说 史 》, 第 742 看。 

[31 邦 雅 县 - 页 昕 当 区 赴 代 人 的 自由 与 现代 人 的 自由 ,第 1 吓 而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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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 公约 ,对 统治 者 和 每 个 当事人 都 有 利 - 人 们 衔 量 利 整 得 失 ， 

故 觉 得 需要 尊重 财产 权 .。 也 就 是 说 ,财产 权 不 是 先天 的 ,不 是 

先 于 社会 和 独立 于 社会 的 ， 不 是 个 人 固有 的 权利 。 但 信仰 目 

由 及 其 相关 的 白 由 则 蚌 先 天 的 ,是 个 人 固有 的 权利 ,它们 是 不 

需 证 明 而 合法 的 。 

在 当代 自由 主义 思 胃 家 庶 齐 克 那 里 ， 自 出 主义 的 这 一 特 

征 马 经 表现 得 更 为 清晰 和 人 鲜明。 他 的 政治 哲学 聚焦 于 一 个 问 

题 : 我 们 为 什么 及 在 何 种 限度 内 需要 国家 ?他 在 《 读 政 府 、 

国家 与 刍 托 邦 》 一 书 开 篇 即 以 一 个 掷地有声 的 命题 夯实 了 他 

整个 政治 将 学 大 厦 的 基石 : “个 人 拥有 权利 。”l 这 个 舍 

题 构成 诺 齐 克 政 治 大 学 的 膛 辑 起 点 。 政 治 哲学 和 先 需要 启 问 

的 基本 问题 , “是 任何 国家 嘴 和 理应 当 存 在 的 问题 ”-。 0 他 不 

是 向 ， 国 家 权力 为 个 人 权利 留 下 了 守 大 活动 余地 ， 而 是 癌 ， 

个 大 权利 罗 国 家 留 下 了 多 大 活动 余地 ; 他 不 中 同 ， 为 何 个 人 

拥有 权利 ， 而 是 癌 ，“ 为 何不 是 无 政府 ”-。 显然 ， 个 人 权利 

是 不 证 白明 的 ， 而 国家 权力 的 性 质 和 范围 由 需要 证 明 ， 特 唱 

是 笑 要 根据 个 人 权利 出 发 去 证 明 。 在 诺 齐 克 寺 里 ， 人 除 个 人 

外 .不 存在 任何 社会 或 政治 实体 ， 只 有 单个 的 人 ， 过 者 他 单 

个 的 生活 。“ 权 利 ” 指 的 是 “各 种 边关 ”， 这 些 按 和 设 定子 

个 人 合法 活动 的 范围 ， 没 有 本 人 许 直 ， 不 得 跨越 。 而 个 人 权 

利 的 边界 也 是 对 国家 权力 的 “边际 约 床 ”。 这样 .来 ,国家 

权力 就 成 为 个 人 权利 的 剩余 范畴 ， 而 个 人 权利 却 不 旦 国家 要 

力 的 剩余 范畴 。 个 人 权利 移 成 庶 齐 克 讨 论 国家 权力 是 省 应 说 

存在 问题 的 基准 ,国家 是 理 正 当 ， 是 否 可 答 ， 都 以 个 人 权利 

11l 时 伯 特 - 诺 齐 损 : 几 上 西府 .国家 与 乌托邦 ,本 尾 宏 一 只 国 性 全 科学 出 瞩 社 ， 

1991 年 ,入 1 页 。， 

[21 田 伯 转 - 庶 卉 折 寺 上 玻 府 . 国 家 与 乌托邦 何 怀 寄 诺 , 第 1 和 。 

3 



为 依 归 。11 

在 所 有 著名 的 自由 主义 者 当中 ， 只 有 险 导 克 脱离 了 正统 

月 击 主 义 传 统 ， 他 认为 权利 是 一 个 衔 生 (derived) 概念 ， 它 由 

法 治 导 出 。 但 如 近来 石 元 康 的 研究 所 表明 的 ，“ 事 实 上 在 坦 

供 明 由 的 基础 时 ， 他 的 理论 却 隐 含 着 权利 是 先 于 法 治 而 存在 

的 ，“ 他 有 还 是 外 得 不 把 权利 作为 自由 的 最 后 的 根据 "。 在 这 

里 ,权利 是 所 有 自由 主义 的 最 终极 的 概念 这 种 想法 只 得 到 了 

一 次 印证 ”。131 

我 把 自由 主 头 政治 哲学 理论 出 发 点 或 隐 售 前 提 的 这 种 

设 定 视 为 理论 上 的 不 自 党 和 推理 过 程 的 潜意识 行为 。 它 以 

无 声 无 言 的 方式 昭示 着 自由 主义 的 个 人 主义 特征 。 在 我 看 

来 ， 鼻 由 主义 政治 哲学 的 特征 主要 不 是 表现 在 鲁 由 主义 者 

们 所 着 重 论述 的 ,而 在 于 他 仍 所 不 予 论述 的 。 在 他 们 言说 的 

背后 , 有 一 个 不 需 言 说 的 前 所; 在 语言 沉默 文字 退隐 的 层面 

上 ,我 们 才 店 正 触 摸 到 一 个 思想 体系 的 底蕴 。 他 们 着 力 论 证 

的 ,是 国家 (政府 ) 权 力 的 根据 .来源 .性 扑 等 ;他们 不 于 论证 

的 ,是 为 何 个 人 或 个 人 权利 是 政治 思考 和 推理 的 出 发 点 , 昆 

国家 权力 由 以 建立 的 基础 。 需 要 论证 的 ,是 思想 发 展 和 社会 

现实 给 他 们 提出 的 理论 使 命 ; 不 予 论证 的 ,是 思想 的 发 展 为 

他 们 提供 的 现成 的 前 握 ， 也 基 牧 代 遗 传 层 层 相 因而 形成 的 

[1] 业 亿 的 轩 想 我 们 还 能 引证 一 些 . 如 罚 尔 斯 说 :“ 每 个 人 部 皂 有 一 种 基于 正 

昱 的 不 可 人 芭 犯 性 ， 这 种 不 可 委 犯 性 芳 合 以 杜 会 整 怀 利益 之 关 也 在 能 诊 

结 . " (1 罗 和 尔 斯 :正祥 论 , 何 怀 宝 译 ,， 中国 社会 科学 出 版 社 , 1988 年 , 种 1 

页 - 1 檀 斌 金 说 六 个 人 权利 是 个 人 身 中 的 焉 治 护身符 。 当 由 于 某 和 神 原 因 ,一 

个 次 体 目标 二 足以 证明 可 以 否认 个 人 希望 什 科 ,享有 利和 去 和 合 什 么 时 ,不 

呈 忆 证 明 可 以 强 如 于 个 大 某 些 损 先 融 损 省 时 ， 个 人 便 李 有 权利 。” (和 荐 沃 

倪 :K 汪 元 对 待 权利, 信 春 麒 . 吴 玉 章 译 . 中 国 六 百科 全 李 出 版 杜 ，1998 什 ， 

得 看 页 。) 

121 五 元 同 必 当 代 西 方 自由 土 祥 理论 ?3 ,上 和 诲 一 联 书 让 ,2000 年 ,第 109 贞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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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吁 下 旦 咯 了 .可 

可 

灯 水 上 F 介 

六 和 水 本 工本 

= 

咏 里 荆 可 

枯 正 T 山 

文化 祖 省 :和 它们 构成 得 让 主 尽 昕 想 家 政治 思考 的 自然 趣 点 

和 天 然 的 文化 预 设 、 理论 上 的 不 自觉 实际 上 是 文化 上 的 不 日 

党 。 他 们 在 这 种 文化 氛围 中 浑然 不 帝 的 东西 ， 对 于 生存 于 画 

类 文化 氛围 中 的 我 们 , 却 筑 得 非常 鲜明 醒 上 日 1 

我 们 这 里 要 考察 的 ， 束 是 日 由 二 当 思 想 家 的 思想 前 担 和 和 

文化 氛围 是 怎样 形成 的 。 

3 个 人 主 头 的 宗教 之 维 

目 宙 主 藉 的 实质 在 于 亡 的 个 人 人 主义。 在 自由 主义 于 想 悼 

系 中 ,个 人 的 价值 被 担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高 度 , 这 是 近代 思想 发 展 

最 罕 出 的 成 就 。 在 追 半 近 代 个 人 主义 思想 来 源 的 时 候 ， 人 们 

能 鲜 在 西方 思 想 史 的 这 处 隐约 发 更 多 种 最 初 是 微弱 的 源头 。 

这 些 源头 包括 : 狐 太 教 和 基督 教 关 于 信德 与 上 帝 关 系 的 信人 虱 

斯 雾 莫 强 关于 大 的 精神 独立 于 肉体 而 具有 目 由 平等 特质 的 理 

[1] 柏 坟 称 . 坦 障 个 大 上 自 让 和 权利 的 规则 部 区 “ 先 驳 地 ”1aprioril 有 效 的 ,于 张 它 们 

本 是 我 自己 的 钱 极 日 的 . 碟 呈 犁 的 社会 或 立 化 的 卓 的 其实, 这 些 规则 所 共同 

兵 有 的 特点 旦 :它们 伺 缀 广 关 称 大 接受 ,而且 在 六 交 的 历 灾 澳 展 址 程 中 ,也 - 

直 剖 植 在 人 的 实际 木 性 之 中 -它们 怕 构 成 了 我 们 所 学 "一 个 正 江 人 "的 芋 本 部 

分。 在 他 硅 兴 ,十 人 权利 与 国家 权力 这 问 的 看 限 址 是 人 为 划 定 的 ,这 些 罪 限 立 

形 上 成， 坚 因 浇 它 个 所 和 包 合 的 规 刚 ,， 长 藉以 来 就 广 为 汪 大 所 接受 ， 而 人 们 也 计 

尖 :型 做 个" 正 融入 ”证 此 天 于 守 亿 些 规 刚 ; 闪 时 , 入 们 认为 其 军 违犯 这 些 

规则 ， 部 是 和 上 道 、 或 琅 皇 蕴 的 行 尖 【See 1.Eerlin，Towo Concetta of IIberty， 

P ,165.+ 哈 事 克 也 相依 ,对 于 走 计 上 的 内 慨 价 什 料 学 几 平 请 可 悦 "。 1 此 里 

熏 里 稍 - 各 -了 陪 吏 克 必 经 六 .科学 与 或 治 陪 耶 充 思 想 辅 粹 3 .第 262 页 。) 

12] 即 司 在 西 靖 疏 销 轩 直 出 下 ,也 存在 着 整 恒 主 浆 的 封 锭 . 它 把 国家 视 为 第 一 忆 

的 ,个 大 的 价值 和 起 利 恢 珊 于 国家 ; 国 代 基 目 的 本 身 , 小 人 是 工 具 , 要 无 蒜 幅 

地 为 国 竺 了 砷 行 义务 - 比 旭 景 模 尔 说 ，“ 神 自身 在 地 上 的 行进 .这 就 是 国家 -“ 国 

家 是 “ 自 泪 和 白光 的 ” 彰 盖 性 的 存在 , 是 伦理 性 的 整体 . 别 个 上 只 是 个 乓 的 特殊 

的 存在 , 旺 整 位 的 “一 些 环 节 ”:. "个 大 村 身 只 有 了 茂 为 国家 虐 风 才 具 有 寡 观 性 、 

真理 性 布 伦 理性 ”- 【大风 黑 桥 和 尔 :8& 法 哲学 原理 3 范 扬 .、 张 企 泰 译 , 商务 印 书 

馆 ,1938 年 .第 353 一 259 观 。) 



沦 ; 罗 马 法 学 家 对 个 人 权利 的 盖 释 ;日 耳 基 人 在 部 落 生 活 中 表 

现 出 来 的 某 种 “前 个 人 主义 ”或 “ 早 诡 的 个 人 主义 ”民族 性 

格 ; LU 中 基 纪 的 封建 鼻 约 关系 玫 其 相 庶 的 枫 念 :中 捧 纪 末 

期 的 城市 生活 税 社 会 和 关系、 市场 经 济 和 公民 社会 的 影 啊 等 。 

对 个 人 主义 的 种 种 源 湛 进行 简单 地 描述 和 罗列 是 容易 

的 ,然而 历史 研究 如 果 不 甘 心 停留 在 对 现象 的 肤浅 描述 上 ,而 

是 要 发 现 它 们 的 睛 在 联系 , 那么 .我们 必须 厌 认 ,在 各 种 源头 

当中 ， 基 督 教 提供 了 最 绕 汇 成 近代 个 人 主 久 主流 传统 的 最 充 

沛 的 精神 与 思想 资源 以 及 最 主要 的 动力 。 

犹太 教 、 斯 志 葛 庆 牛 学 和 罗马 法 学 都 构成 基督 教 政治 哲 

学 的 思想 来 源 。 犹 太 教 信 你 融 人 基督 教 ， 构 成 基 营 教 不 可 分 

割 的 组 成 部 分 。 斯 欠 葛 派 政 治 哲学 和 有 马 法 学 的 个 人 主义 精 

神 都 被 基 营 教 所 吸纳 ， 汇 人 基督 教 传统 。 基 督 教 本 身 是 一 种 

出 世 的 信 侧 体 系 ， 在 直接 涉及 到 政治 法 律 伦 理 等 现实 问题 的 

场 售 ， 神 学 家 们 ， 包 括 《新 约 》 的 作者 和 教父 们 ， 都 直接 吸 

了 要 斯 密 葛 派 和 轴 玛 法 学 家 的 现成 思想 以 填充 自己 在 这 方面 的 

不 是 。 他 们 毕竟 是 在 豆 典 文化 的 基地 上 黔 考 和 构建 其 神学 体 
么 的 。03] 

日 耳 曼 人 的 个 人 主义 的 民族 精神 ， 当 基督 教 征 服 日 耳 曼 

[1i] 日 耳 曙 人 具有 某 种 天 皋 的 个 人 主 兰 性 格 ， 籽 们 的 “强大 的 独立 俩 向 " ,“ 概 端的 

自我 主张 ",“ 无 掏 无 车 的 独立 性 " ,以 及 部 落 纽 带 * 格 外 的 蔚 弱 "的 社会 关系 特 

点 ,建立 在 秘 上 忠诚 基础 上 的 亲 兵 制度 等 , 事 具 有 个 人 主 电 的 特征 -1 和 区 见 埃 甲 

藉 :， 卡 勒 尔 性 凶 意 志 人 上》, 邢 求 须 .如 正 入 译 ,商务 印 书 迟 ,1999 年 ,第 3 页 。} 

性 父 们 兰 西 赛 罗 和 圭 马 扩 学 察 关 于 自 气 法 的 思想 绎 过 覃 学 改造 后 负 估 此 神 

学 迟 票 。 改 新 的 全 书 -使徒 行 传 3 常常 一 字 不 束 地 抄录 密 涅 卡 的 著作 , 阿 盘 安 整 

理 爱 芒 克 事 粮 学 说 的 4 手册 .在 很 乓 时 贿 册 入 基 频 教 会 作为 教科 性 - 塞 旭 卡 和 

过 比 充 秦 天 其 至 撤 辑 会 秽 为 “无 上 生 的 基督 竺 "。 罗 马 尘 对 教代 们 影响 的 个 后 

动 便 证 基 ,教父 杰 罗 姆 将 4 圣经 ?了 评 为 拉 于 六 .到 处 部 使 用 军马 法 的 概 秆 ， 妈 一 

方面 ,后 世 所 见 到 的 家 马 法 是 经 过 轴 巧 帝国 后 期 基督 教 时 代 的 镍 礼 , 并 由 基督 

较 皇 帝 主 持 编 笔 的 ,其 中 已 缀 广 省 认 人 和 革 而 玫 的 因素 。 

[> el 

由 | 请 一 二 对 一 到 时 

人 

sm 二 十 二 一 下 人 HirohyMirraialeaicm 六 可 壬 蝴 昨 二 | 

37 过 



六 世 症 灿 动 上 F 圭 

可 1 

人 后 ， 便 与 基督 教 的 个 人 主义 侣 流 。 至 于 中 世纪 末 出 现 的 市 

场 经 济 和 会 民 社 会 ， 它 们 是 与 个 人 主义 和 自由 主义 相 妆 矶 合 

的 。 自 由 主义 或 政治 上 的 个 人 主义 是 市 场 经 济 条 件 下 人 们 | 目 

然 的 政治 态度 .政治 上 崩 感 .政治 价值 观 的 抽 蒙 和 理论 升华 。 它 

们 互 为 因果 。 市 场 经 济 和 公民 社会 虽然 构成 近代 个 人 主义 的 

误 接 的 社会 基础 ， 但 它们 本 身 也 在 很 大 程度 上 是 基督 部 个 人 

主义 精神 透 人 社会 结构 和 社会 生活 的 结果 。1 

上 所 以 ,基督 教 虽然 也 汇聚 了 来 自 其 他 源头 的 - 些 因素 ,但 

只 有 它 才 对 个 人 主义 的 形成 产生 了 决定 性 影响 。 基 督 教 政 治 

将 学 对 个 人 主 文 的 贡献 在 于 ， 通 过 在 人 与 上 帝 之 了 向 建立 起 二 

接 联 系 , 它 将 人 析 解 为 二 元 对 竺 的 实 何 ,从 而 使 人 的 精神 世 既 

共 育 本 独立 的 价值 .摆脱 了 所 有 凡 愉 的 负 昧 和 训 缚 ; 它 将 人 的 

内 在 精神 生 耸 的 价值 和 尊严 提升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高 度 ， 并 通过 

对 上 帝 的 信仰 而 为 它 奖 和 定 了 坚实 的 精神 基础 ; 它 的 超越 主义 

的 价值 取向 熏 人 们 刺 一 种 金 新 的 有 尊 产 的 态 育 对 待 世俗 社 会 

和 国家 ,站 而 仅 赋 了 予 国 家 以 工具 姓 价 值 ; 它 从 有 机 的 整 恒 主义 

的 志 恰 社会 中 ,将 人 的 精神 生活 剥离 出 来 ,赋予 其 独立 性 和 个 

体 性 特征 。 总 之 ,将 个 人 玉英 彼 岸 命运 团 于 政治 秩序 之 上 , 赋 

了 予 其 目的 性 意义 ,!(3 是 基督 教 思想 发 展 的 自然 结论 。031 

[1 马 亮 斯 "韦伯 基于 新 寺 忱 理 与 赛车 主 广 精神 之 间 美 夭 的 径 典 式 研 究 已 旺 得 到 

广 斌 认同 , 晶 我 其 尖 ,专人 怕 的 理论 有 量 夫 后 隧 ， 他 所 可 上 的 :个 基本 事 笠 是 ,次 

本 主 之 精神 二 是 产生 在 新 教改 革 之 后 .而 是 产生 在 新 载 鸣 革 之 闻 。 所 以 应 该 在 

整个 基督 教 轩 柜 中 中 去 汗 扫 次 本 主 六 精神 之 请 ， 而 和 二 是 芭 限 于 16 世纪 才 羡 六 

出 更 的 新 教 。 新装 伦 理 丰 是 产 牛 了 资本 主 六 精神 . 丽 是 巧 长 了 确 本 主 交 精 樟 。 

{2} 这 侈 人 区 是 相对 于 世 倍 穆 序 而 言 。 在 基督 教 航 章 闪 系统 中 ， 上 帝 镍 于 狼 概 八 值 

的 地 位 ,个 天 因为 与 上 帝 的 联 率 而 有 具有" 密 禾 极 " 的 碍 立 。 

[3] 当代 学 者 卡尔 'j. 弗 里 德里 希 在 追 述 西 三 宪 疏 忧 统 的 起 簿 时 指出 , 索 针 生 在 纵 

护 具 有 尊严 和 人 入 人 庆 的 自我 faaliy , 国 为 自我 补 视 汶 首 要 的 协 值 ,这 种 自 独 的 已 先 ， 

植 豫 于 基督 教 丛 敢 . 最 终 引 发 了 被 认为 旺 自 圾 梳 利 的 观 意 。 (1 卡尔 .下 弗 里 禄 里 

项 : 赵 验 正 郊 一 窗 政 的 宗教 之 维 ? .第 15 页。) 



进一步 说 ， 基 督 教 的 二 元 政 苔 观 不 仅 是 一 种 政治 哲 

学 ， 它 还 是 基督 徒 大 众 的 政治 认 知 方式 、 政 治 信仰 、 政 党 

情感 和 态 许 ， 也 就 是 说 ， 它 形成 一 种 基督 教 烷 点 的 政治 文 

化 。 这 种 政治 文化 模式 下 ， 一 种 个 人 主义 的 政治 信 刷 和 态 

度 被 普遍 接受 ， 代 代 流 传 。 它 深 课 透 人 社会 结构 和 日 常生 

活 ， 无 所 不 在 地 表现 在 语言 、 礼 仪 、 各 种 象征 符 导 上 ， 内 

化 为 人 们 琛 层 意 识 和 无 意识 ， 从 而 成 为 抑 验 的 不 证 自明 的 

真理 ， 成 为 基督 徒 政 治 心 理 特 征 、 政 治 人 恪 特 征 。 近 代 自 

由 主 艾 者 理论 上 的 不 自觉 的 衣 担 ， 是 由 基督 教 的 发 展 准备 

下 的 ; 季 们 在 文化 上 的 无 意识 ， 正 反映 了 近 二 于 年 中 政治 

文化 积 诈 的 作用 。 

二 “人 的 二 重 性 和 基督 教 

超越 主义 价值 取 癌 

基督 教 握 高 个 人 的 地 位 是 通过 将 个 人 入 成 酒 半 来 实现 

的 。 基 督 教 信仰 区 分 了 人 的 灵 玩 与 肉体 、 内 在 世界 与 外 在 世 

界 、 精 神 ! 宗 教 ) 生 活 与 世俗 生活 、 来 志 命 运 与 现世 境 通 、 天 

莹 幸福 与 世俗 幸 福 。 通 过 把 前 者 从 后 者 中 和 剥离 开 来 并 与 上 帝 

建立 起 直接 的 联系 ， 从 六 大 予 人 的 精神 生命 以 革 种 高 于 世俗 

秩序 的 神圣 意义 和 超脱 世俗 秩序 的 独立 价值 。J. 萨 拜 二 

称 : 这 种 二 重 性 观念 是 “全 部 基督 教 关 于 伦理 和 政治 思想 的 

基础 *。 [1] 

[1 开关 ' 陕 套 因 次 政 答 学 说 出 } 第 3232 揣 。 

TI | 

PH 耶 医 滞 生 四 1 各 

39 帮 

峰 | 庆 

关 驰 娃 明 琐 训 | 



直 菩 证 煌 动 F 乔 

1 有 灵 与 网 的 对 立 

城邦 时 代 的 祁 膀 大 将 人 视 为 -个 整体 ,是 精神 和 内 

体 、 现 世 和 来 世 的 统一 。10 早 期 城邦 是 建筑 在 共同 血统 基 

础 上 的 。 梅 因 断 定 ,“ 所 有 永和 共和 团结 巩固 的 司 期 社会 怠 冲 

来 自 同一 窒 先 ， 或 者 则 自己 休 征 为 来 自 同 一 钥 先 。” 1021 威 

质问 以 诅 缘 纽带 联结 在 一 起 -。“ 每 一 个 会 民 的 生地 并 不 认为 

以 出 生 到 死亡 为 限 ; 个 人 生命 只 是 其 祖 和 多 生存 的 一 种 延 

续 ， 并 在 其 后 裔 的 生存 中 又 延续 下 去 。”1034 这 种 血缘 共同 

体 同 时 也 是 宗教 共同 体 ， 血 缘 关 系 被 威 耶 宗教 意义 。 城 邦 

有 自己 的 神 酌 、 神 坛 、 圣 火 和 公 餐 ( 神 艾 )， 有 和 已 的 宗教 

节日 和 庆典 。 公 民生 活 在 同 -城垣 之 内 ， 托 庇 于 共同 的 城 

邦 保 护 神 ， 死 后 则 全 在 城邦 的 墓 节 。141 这 样 ， 在 人 们 的 观 

念 中 ， 有 形 的 社会 共同 体 与 无 形 前 另 -- 世 界 的 共同 体 是 重 

合 的 .连续 的 ,并 没有 分 离 和 对 立 。 公 民 的 内 恒 与 灵 玫 . 生 与 

死 ,者 属于 城邦 或 家 许 。 人 的 来 世 铺 运 只 是 此 革命 运 的 直线 

延伸 。 

基督 教 是 从 犹太 教 中 成 长 起 来 ， 但 灵 吏 与 肉体 的 二 元 对 

立 却 不 是 取 自 犹太 教 。 

根据 当红 犹太 学 者 弗 尔 德 皮 【Stephen 抽 .Feldman)] 的 说 

511 H.D. 基 托 指出 ; "基督教 和 东方 刀 界 一 般 都 将 身 体 与 兴 强 ., 肉 址 的 东西 和 精神 

的 东西 明确 地 瓜 分开 求 ,至少 在 蔓 格 拉 底 和 轴 拉 图 时 代 之 季 . 这 种 看 法 对 站 赠 

人 来 说 延 是 陌生 的 在 希腊 人 了 肯 里 ， 物 对 只 有 作为 一 个 尾 恒 出 班 的 和- “” 

(18. 了 下 . 苦 托 :大 胶 人 #, 队 卫 期 . 黄 朱 译 :. 上 上海 人 人民 出 版 村 ,1993 年 .第 233 矶 - ] 

12] 梅 固 : 古 代 法 ?第 735 页 。 

[3] 博 因 芭 由 代入 #. 第 145 页。 

141 死 后 和 址 玲 硅 在 域 芷 鞋 地 是 对 公 员 的 - -种 严重 惩罚 .传说 暂 学 家 德 谨 克利 特 就 

险些 下 此 莫 罚 。 



法 , 基督 救 的 两 个 中 心 命 题 之 一 , 即 “基督 教 精神 和 犹太 人 网 

签 的 二 元 对 立 " 。5 子 稣 和 他 的 使 徒 强调 基本 的 二 元 主义 :网 

签 的 身 惧 与 精神 的 灵 奸 的 对 立 。 这 个 二 元 主义 与 另外 的 二 元 

主义 四 对 应 :物质 世界 和 天 章 的 对 立 ,暂时 的 和 永久 的 ,行为 

和 和 信 伯 .这 种 二 元 主义 导致 两 个 王国 的 分 槛 :现实 的 王国 一 一 

世俗 和 物质 的 世界 :未 来 的 王国 永久 和 未 来 的 天 竺 。 人 的 

原 菲 构成 这 一 系列 二 元 分 解 的 开端 。 由 于 人 的 原罪 ， 造 成 了 

人 与 神 的 分 离 。 大 失去 了 精神 生命 的 纯 清 性 和 统一 性 ， 从 此 

背负 了 一 具 独 于 尘土 而 还 于 尘土 的 肉体 ,注定 了 终 有 一 死 的 

有 限 生 命 ,开始 了 世俗 生活 。'3 然 而 , 肉 居 与 灵魂 .精神 生活 

与 世俗 生活 又 不 是 截然 分 离 的 。 基 督 的 救世 活动 架 起 了 此 上 谋 

岂 界 与 彼岸 世界 的 桥梁 。 在 普通 人 身上 自在 的 混沌 分 的 二 

匹 性 在 基督 的 追随 者 那里 成 为 自觉 的 二 元 性 、 基 和 督 徒 相 依 

耶稣 以 自己 的 肉体 被 钉 在 十 字 架 上 , 为 人 们 赎 了 罪 , 从 此 ,只 

要 信人 子 稣 为 基督 ,站 魂 就 能 得 到 拯救 .“ 这 样 , 基督 教 就 成 

本 一 种 精神 信 促 和 态度 , 一 一 一 种 信念 ,一 种 良心 的 版 依 , 一 

种 与 世 众 世界 的 行为 无 美的 内 在 歌 向 。 "03] 

弗 尔 德 曼 认为 ,犹太教 没有 基督 教 所 有 的 这 些 二 元 主义 ， 

特别 有 是 没有 内 体 和 灵魂 的 对 立 ， 在 它 那 里 ， 只 是 一 个 完整 的 

从 。 绪 有 ， 狐 太 教 并 不 贬低 世俗 和 物质 世界 及 人 类 在 这 个 世 

罚 的 生活 。 相 反 , 它 欢 呼 生命 。 上 帝 教 导 说 :" 我 将 生死 祸 栖 ， 

陈 明 在 你 面前 ， 所 以 你 要 拣选 生命 ,使 你 和 你 的 后 裔 都 得 存 

[1] Sephen M .Feldman Peere om et 卫 iR 和 ea 和 erry Critfntas 由 rical 有 srory of 人 Re 

Spakradoom 吕 Caurech an ee ,New Tock an Longon:IMew York Unmivereity Preeey 1 Sr7， 

P. 1 . 

[2 玲 风 《圣经 创世纪》 第 开 旭 第 17 一 23 节 。 

[ 守 ShePhan M .Feldnan， Pearre 再 om 上 阴 和 起 ea 册 arry 让 rite 册 Eeat btpy 太 引 e 

Separatzon ohhref and Sade ,pp.1S 19， 

| 二 训 [ 可 吾 下 下 贡 了 | 站 寻思 淖 可 j 

41 性 

则 | 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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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，L 所 以 “ 狐 太 主 兴 是 一 种 生活 方式 ” ,强调 在 这 个 世界 上 

羡 和 正义 的 作用 。 犹 太 教 圣经 $ 不 断 教 导 狂 太 人 选择 道德 的 

行为 。t 这 种 对 善 医 和正 尽 行 为 的 强 凋 是 犹太 教 的 特征 。“ 狂 

太 孝 是 行为 和 行动 的 宗教 ”, 它 鼓山 我 们 保持 对 生活 的 乐观 主 

义 , 江 对 现 志 的 菲 晋 ,通过 行为 追求 社会 的 赴 闪 与 进步 。 依 务 

没有 行为 则 没有 意义 。1 

弗 尔 德 曼 所 说 大 悼 不 错 。 基 督 救世 的 信仰 属 于 基督 教 ， 

不 病 于 犹太 教 。 在 4 从 约 中 ,无论 上 和 对 人 类 的 惩 衣 还 是 拖 

救 , 都 涉及 肉 人 与 肌 魂 的 整 恒 , 都 在 现 基 实现。 上 帝 在 挪 亚 

时 代 对 人 类 的 蕊 匹 , 以 黄 后 来 让 人 类 “多 完 每 各, 遍 满 大 地 ” 

的 允诺 ,还 有 对 犹太 人 回 到 “ 流 奶 与 定之 地 "的 "应许 "等 ,都 

和 见 不 到 贡 于 与 内 迟 的 一 元 对 羡 。 

基督 教 的 二 无 论 可 以 从 析 拉 图 的 哲学 中 搜 到 最 初 杠 疗 。 

弗 尔 德 曙 认 为 “新 约 中 借用 来 上 本 拉 图 哲学 的 理论 , 强调 二 

元 主义 , 碳 体 的 岗 欲 和 灵魂 的 精神 的 对 立 ,成 为 后 来 政教 分 离 

理论 的 关键 ”。 外 柏拉图 出 较 半 地 前 述 了 二 元 的 此 界 观 :无 形 

的 理念 世界 与 有 形 的 现实 世界 .感官 的 和 趣 感 官 的 .自然 的 各 

超自然 的 、 经验 的 和 先 验 的 .现世 的 和 来 世 的 等 , 这 种 对 世界 

的 双重 性 理解 ,后 来 钴 基督 教 所 吸 和 站 。 

11] 世 圣 绍 ， 申 命 记 站, 第 XXXTE 章 第 19 节 。 本 书 所 引发 圣经 3$ 中 岸本 轴 1919 年 和 合 版 . 

中 国 基 往 孝王 白 到 国 运动 短 品 会 和 中 国 惹 督 教 协会 1982 和 引发 。 同 时 天 有 师 英 

京 译 束 , 主 李 虽 :;" Holy Bible”, 点 uthomazrd1King jamesl Version; New York jnternd- 

如 amal 且 jble ociety ,The Tiay Bihle ”1377 

[2] 加:" 要 元 琵 行 普 . 孔 求 和 上 团 ” 侈 至 经 ， 诗 薪 》 ,第 XXX 章 第 14 节 )5 “更 直 仁 

作 晋 ,学习 行 普 . 习 求 公 平 ,解数 屎 欺压 的 ,给 开 此 伸 现 ,为 寨 妇 拓 轩 " ,1 二 和 

暨 ， 以 赛 亚 书 》. 兹 工 章 第 17 节 。 1 耶和华 眼中 看 肖 正 . 厢 为 伺 的 , 嫩 都 村 

叶 行 。 你 要 过 求 至 全 ,更 沁 。” 人 至 经 - 申 帝 记 》，, 弟 订 和 草 弟 18 节 、 第 W 可 

第 加 节 。) 

于 3] Stebphen RM.Feldinan， Peare 症 om 朋 直 用 = 避 时 erry CHrrrimgy ， 册 TriEinadgl 于 Pitory ohe 

SePBrSEEDm o 人 Free 上 mr .SICupe 全. 寺中， 

[4] 记 b 记 ，,p， 1 二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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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 真正 将 灵魂 与 肉体 、 理 性 与 情欲 的 对 立 第 一 次 凸显 

出 来 的 是 斯 客 葛 派 的 伦理 哲学 。 斯 多 岛 派 将 人 的 本 质 理解 为 

一 种 精神 的 存在 , 它 是 惟一 宝贵 的 东西 ,而 躯体 则 被 视 为 灵魂 

的 重负 、 柳 锁 和 刑罚 。 上 共有 克服 情欲 的 挡 近 ， 舞 脱岗 悼 的 负 

款 , 人 的 灵魂 才能 获得 自由 。L1 但 斯 才 锡 谋 的 超越 主义 属于 

“内 在 超 越 " , 即 从 外 部 世界 的 纷扰 中 撤回 , 返 归 到 人 的 内 在 世 

界 ,实现 心灵 的 宁静 .净化 与 升华 , 即 在 自身 实现 超越 ，!2 它 

不 是 依 丈 于 人 格 化 的 上 帝 ,而 是 依 下 于 哲学 , 伟 束 于 智者 的 议 

思 活 动 和 道德 修 为 。 这 种 内 在 超越 主义 没有 基督 教 那 种 外 在 

超越 主义 的 精神 力量 ,由 此 产生 的 生活 观念 最多 是 消极 通 世 ， 

而 不 会 导 引 出 天 国 与 侍 世 鲜明 对 立 的 出 世 的 价值 取 阿 。 和 于 

真正 将 人 的 肉体 与 灵 导 的 区 分 赋予 重大 意 浆 的 是 基督 

教 。 据 4 革 经 ?的 记载 ,耶稣 传道 伊始 ,就 以 …… 句 救世 主 口 响 的 

话语 警醒 世人 :天 国 近 了 ,你 位 应当 悔改 。 [0 他 传道 的 使 命 

就 是 在 世俗 世界 里 呼唤 精神 的 觉悟， 从 菲 亚 的 附 体 中 救 撤 训 

汪 于 其 中 的 灵 吏 。 按 照 耶 稣 传播 的 信 仲 ， 人 了 既 有 “ 属 士 的 形 

象 ”, 将 来 也 必 有 “ 属 天 的 形象 " 。 罪 虽然 不 是 人 的 天 性 ,上帝 

造 人 之 初 , 人 是 无 罪 的 , 但 由 于 录 传 和 习惯 , 罪 成 为 人 的 第 二 

[11 龙岗 塞 齐 卡 坟 奉 枉 而 短暂 的 人 生 一 一 塞 吝 卡 道 德 书简 ? , 盐 马 春 . 红 建 军 评 .上 海 

三 联 书 店 ,1989 年 ,第 21.138 一 141 贾 。 

[2z1 奥 蔓 鲜 说 :一 个 大 质 到 任何 一 个 地 方 都 不同 退 大 里 己 的 心 列 更 为 宁静 和 更 少 基 

恼 。"" 记 佳吉 上 你 自身 的 小 小 狂 域 . "[ 马 可 奥 蔓 和 留 赤 挤 思 好 , 何 怀 宏和 译 . 海 南 

出 版 社 .2002 年 ,第 43.43 殉 。 本 上 另 有 朱 庆 入 译本 .中国 社会 科学 出 版 社 ，1998 

年 。) 

[31 斯 密 药 诬 的 修身 思想 所 痪 家 相近 .同属 内 在 地 起 类 型 ,前 者 的 监 列 旺 哲人 ,后 者 

妃 求 的 是 虑 圣 . 但 人 需 罕 还 有 两极" 放 必 ”的 一 而 - 马 充 斯 目 俏 认为 , 情 豪 的 以 值 

更 商 是 “适度 世界 " .由 于 斯 采 本 了 "与 凡 俗 世界 下 得 和 谐 "的 说 法 .而 性 堆 胃 对 两 

者 都 不 衫 意 , 他 认为 情 豪 的 估 值 取 问 者 更 为 积极 的 瘟 交 , 它 " 在 这 个 性 界 却 不 属 

于 这 六 世界 ,并 票 转化 这 个 世界 ".。 1【 喀 才 燕 京 学 社 .三 联 书 店 编 :多 辣 与 王 遇 

主 沈 3. 生活 :读书 : 新知 三 联 书 店 ,2001 年 .第 人 4 页 。} 

[4] 不 圣 皮 - 马 杰 福音 # ,第 下 齐 第 17 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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瑟 

天 性 ， 人 的 肉体 属于 这 个 世界 , 是 插 污 的 .人 避 然 的 .暂时 的 存 

在 ;而 人 的 灵 吏 能 够 为 圣 姑 所 充 狂 , 与 上 帝 由 沟通 ,从 而 得 到 

永生 。 囊 稣 的 救世 活动 既 不 试图 使 人 “向 生成 等 ”, 也 不 想 完 

全 改造 或 肯 丈 这 个 世界 ,111 而 是 将 人 分 艇 成 两 半 ,， 赋 了 其 不 

同 的 意义, 判定 了 其 不 同 的 命运 。 

子 稣 忧 播 的 数 六 代表 着 对 人 的 生命 木质 的 -种 全 新 的 理 

解 : 人 的 生 例 本 质 是 岗 体 还 是 精神 ? 子 鲸 的 回答 是 精神 。 这 种 

精 神 不 是 斯 多 葛 沽 所 理解 的 被 网 禁 于 了 肉体 内 的 精神 . 而 是 属 

于 大 们 迷失 了 的 神 的 世界 。 肉 体 生 命 追 求 有 限 的 生存 ， 而 精 

昼 生 命 则 力图 超越 有 限 ， 妃 求 自 由 和 和 永生。 耶稣 召唤 人 们 把 

目光 由 人 守 世 转向 和 天国 ,而 天 国 与 企 世 的 对 立 , 正 与 如 魂 和 肉体 

的 对 立 相 对 应 。 得 到 揪 救 的 是 灵 瑰 ,而 不 足 肉 习 。 对 此 :作为 

“基督 教 第 二 黄 基 人 ”的 保 胃 说 :血肉 之 址 ,不 能 了 重 受 神 的 国 ; 

此 朽 坏 的 ,不 能 承受 不 配 坏 的 - “6 人 的 希望 不 在 此 地 , 而 在 

来 生 。 基 督 徒 追求 精神 生命 永生 的 信 必 ， 是 后 来 教会 精神 松 

力 最 基本 的 和 基 强 大 的 能 其 这 泉 。 

在 高 扬 精神 的 同时 ， 肉 体 和 被 定义 为 罪 的 载体 ， 得 救 的 负 

暴 ， 耶 稣 直截了当 地 说 :“ 古 人 活着 的 万 是 灵 ,， 附 体 是 无 益 

的 - “3 不 他 如 此 ,信徒 偿 要 息 和 性 肉体 生命 而 换取 精神 生 肇 。 

“ 凡 要 数目 己 和 生命 的 , 必 丧 掉 生 命 , 几 为 我 囊 掉 生命 的 ,必得 着 

一 了 可- 3 

kx 注 征 炸 和 | 硬 

[1 近 # 归 放 记载 , 上帝 管 因 人 党 毕 蓝 这 乔 而 完全 氏 玉 上 灶 ,， 只 让 邯 业 一 察 得 忆 幸 

锡 。 山 4 圣 地 - 训导 纪 ?,. 第 Y 一 丰 坦 .- 

[2] 《 蔡 缀 ， 哥 林 囊 前 书 ?》, 第 X7 章 第 向 节 。 需 蜡 指 出 的 是 , 保 轩 这 旦 讲 的 * 央 恒 ” 

出 我 们 所 理解 的 " 贞 性 "一 评 的 字面 章 半 帝王、 让.F. 和 粮 东 认为 “ 保 曙 指 的 

因 体 不 单 昆 它 的 物质 关 丙 ,而 昆 身体 与 灵 开 ,千家 与 理性 两 悍 ,他 们 都 人 受 到 了 

妥 的 败坏 .CEF- 御 尔 :基督教 阐 宁 3?, 商 务 印 书 情 ,1981 年 :第 呈 ?页 -1 肉体 

实际 上 是 其 众生 活 的 主体 , 既 包 括 其 物质 直面 ,也 包括 精神 二 面 -与 肉体 相对 

应 的 “ 动 " 啦 "精神 ”, 则 特 指 上 的 精神 此 办 中 能 各 与 上 上 帝 相 尚 通 . 所 蔡 测 相 融 

合 的 部 分 。 

13] 《至 综 :区 和 葵 和 概 音 ?, 第 岂 齐 第 反 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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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 。“" 占 这 星 ,耶稣 叫 人 们 在 两 个 生命 中 作出 的 择 :一 个 是 

说 重 的 癌 下 的 力量 ， 司 人 验 人 罪 理 的 次 谢 ; 一 个 有 阿 上 的 人 屈 

牛 ,使 人 跃升 到 天 国 。 一 个 是 暂时 的 ,-- 个 是 水 入 的 。 热 著 于 

罗 时 的 , 便 会 失去 永久 的 :迷恋 此 岸 , 便 会 迷失 彼岸 。 他 喷 酝 

人 们 要 ”“ 竹 改 ”, 就 是 要 过 止 灵 玩 被 肉体 拖 问 深 谢 的 趋向 . 转 而 

加 向 天 国 。 这 就 设 定 了 基督 教 超 越 主义 的 价值 取向 。 保 罗 表 

未 ， 凡 属 基 旧 耶 稣 的 人 ,是 已 经 把 岗位 连 肉 体 的 邪 情 私欲, 同 

钉 在 十 字 架 上 了 ”。 二 

2 人 人 的 双重 生活 

站 当代 思想 家 门 . 册 尔 所 言 : 宗教 是 “在 牛 存 的 最 深层 次 

寻求 生活 的 意义 "。I 在 罗马 帝国 那 物欲 横流 .醉生梦死 、 廉 

烂 瑞 废 的 时 代 ， 基 督 教 对 人 生命 本 质 的 理解 代表 着 对 人 生意 

尽 的 为 一 种 寻求 。 基 督 教 信仰 帘 出 强调 人 的 灵 更 永生 的 意 

艾 ， 彩 低 现 褒 生 活 的 价值 .从 而 把 大 们 的 月光 引 回 来 世 和 天 

和 党。 这 梓 就 产生 了 一 种 独特 的 生活 观念 和 生活 方式 。 

城邦 时 代 的 人 们 尽管 也 相信 神灵 各 人 的 灵 弄 不 死 ,但 是 ， 

他 匀 生 洒 的 重心 在 世俗 世界 。 他 们 有 彼岸 意识 ， 但 在 此 生 世 

世 ， 他 们 全 身心 地 投 人 城邦 的 政治 生活 。 既 然 来 世 不 过 是 此 

世 的 直线 延伸 ， 他 们 就 不 会 因为 来 世 信 仰 而 度 视 现世 生活 。 

公民 们 将 整个 的 身心 投入 城邦 生活 ， 将 整个 人 的 精神 和 肉体 

丙 献 于 城邦 。 他 们 以 城邦 作为 精神 的 支柱 或 寄托 ， 相 信 通 过 

优良 的 城邦 生活 ， 一 个 公民 才能 达到 完美 的 道德 境界 和 实现 

[1] 《有 苗 私 :地 本 福 音 ? ,第 XI 章 第 25 节 。 

[23] 《圣经 扣 拉 太 书 } ,第 Y 章 第 24 节 。 

[3] 了 .多 尔 区 壮 本 主 习 玄 册 的 也 对 ?3, 赵 一 凡 等 译 .生活 : 读书 :新 千 一 联 书 骨 ， 

1989 秆 ,第 222 页 ， 

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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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 的 本 性 .城邦 主义 就 是 公民 宗教 ,也 是 公民 的 生活 方式 。 

城邦 的 宗教 具有 政治 意义 ， 城 邦 的 政治 生活 也 具有 宗教 意 

艾 。 在 罗马 人 那里 . 宗 救 是 政治 组 织 的 一 个 不 可 分 割 的 部 分 ， 

是 一 种 民族 .部 落 或 家 族 感情 ,而 远 非 个 人 对 精神 力量 的 虚 诚 

之 事 。 宗 教 的 虔 敬 与 热爱 部 落 .国家 或 家 族 的 情感 溶 为 -- 体 ， 

罗马 法 甚至 将 宗教 法 作为 公法 的 一 友 。L1 所 以 ,城邦 时 代 的 

人 对 基督 孝 式 前 世 众 生活 与 精神 生活 的 区 分 没有 任 付 概 您 。 

从 斯 多 葛 派 对 精神 生活 的 器 重 和 对 灵 忻 完美 的 筷 求 ， 以 

区 对 世俗 权力 .荣誉 和 物质 生活 的 荐 视 里 ,人 们 可 寅 见 基督 教 

价值 观 的 庙 保 。! 习 但 两 者 的 区 别 也 是 很 明显 的 。 在 斯 多 葛 派 

那里 , 详 思 的 哲人 生 狂 是 最 商 境 界 ,而 在 基 具 教 那里 则 是 天 堂 

的 永福 。 赛 涅 卡 相 信 ， 抒 救 人 的 灵魂 从 而 使 其 获得 自 击 的 是 

哲学 ，!3 苏 格 拉 底 和 小 加 图 都 曾 被 他 引 为 自由 的 范例 : 而 基 

督 教 的 灵魂 得 救 则 需要 通过 对 基督 的 信 刷 各 崇拜。 哲人 智者 

避 捞 沉思 的 生活 被 斯 这 葛 庆 视 为 最 接近 神 的 生活 ,11 但 它 仿 

然 属 于 世俗 生活 。 塞 涅 卡 认为 ,智者 在 某 一 方 而 甚至 "超越 于 

再 神 之 上 “ ,智者 "具有 人 的 一 切 纶 点 ,同时 又 像 神 那样 无 忧 无 

谍 。 思 就 是 说 ,在 现世 的 肉 址 之 内 各 世俗 生活 中 ,一 个 智 

者 就 能 达到 神 的 精神 境界 。 然 而 基督 教 追 求 的 却 是 真正 超 世 

的 神 的 生活 ,是 彼 洗 境界 的 与 神 同 在 。 在 斯 多 葛 派 那里 ,精神 

生活 本 号 即 是 目的 ， 而 基督 教 的 精神 生活 却 另 有 目的 一 -一 

个 超 世 俗 的 目的 。 

it 意见 乱 二 斯 布 灿 斯 以 神圣 轴 轧 帝国 ?, 孙 冬 生 等 译 ,商务 印 节 乙 ,1998 年 ,第 

IO 机 。 

[3 多 见 西 寨 务 :发 认 共和国 , 论 耿 神 y, 王 入 生 详 , 中 国政 让 上 帮 学 由 版 社 ,199? 年 ， 

第 31 一 了 2 贞 - 该 节 员 有朋 计 权 平 . 苏 为 译本 ,商务 印 书 情 .199% 年 . 

【31 赛 误 卡 这 六 福 而 短促 的 人 生 一 一 塞 汉 卡 道 祁 节 简 》, 币 138 页 。， 

[4] 古典 时 代 和 希腊 哲学 家 也 迪 都 持 此 君 法 。 

15l1 察 吾 上 :幸福 而 短促 的 人 生 一 一 训 昌 卡 道德 书简 3, 第 1098 五 。 



基督 教 对 生活 的 理解 包 合 着 双重 的 二 重 性 。 首 先是 天 国 

生活 与 尘世 生活 的 二 重 性 ,而 在 侍 世 生活 中 ,又 区 分 为 精神 生 

活 与 物质 生活 . 宗教 生活 与 世俗 生活 的 二 重 性 。00 在 质 百 斯 

本 那里 “上帝 之 城 " 积 "世上 之 城 "在 时 空 上 是 分 离 的 ,一 个 在 

此 居 世 界 ,一 个 在 彼岸 世界 。 人 得 目 基 营 降 临 后 ,此 性 世 界 也 分 

化 为 两 个 城 , 那些 “选择 岗 谷 生活 ”的 人 属于 世上 之 城 , 那些 

“选择 精神 生活 "的 人 属于 上 帝 之 城 。'! 精 神 生 活 和 实 教 生活 

虽 在 尘世 进行 ， 但 它 的 目的 却 是 超脱 址 俗 生活 。 城 邦 时 代 的 

人 立足 现 直 生活 丽 启 往来 世 ， 斯 多 葛 沽 追求 在 现世 即 过 神 的 

生活 ,基督 徒 则 是 立足 来 世 过 现世 生活 。 有 人 形容 说 ,基督 徒 

的 足 站 在 这 个 直 界 上 ， 亲 却 伸 园 天 室 。 他 们 已 经 将 生活 的 重 

心 由 直 俗 转 阿 天 国 。 普 通 人 的 世俗 生活 是 在 直 伦 层面 上 罚 阿 

扩张 ,企图 注 足 人 的 肉体 和 情欲 ;斯 密 葛 派 的 生活 方丈 是 反 身 

向 内 , 试 攻 约束 、 控 制 和 克服 肉体 的 情欲 ,实现 内 在 的 超越 ;而 

基督 教 则 属于 向 外 和 垂直 向 上 的 超越 ， 使 人 的 沁 殊 摆脱 肉体 

面 得 进 天 国 。 

耶 散 传播 的 是 开国 即将 来 临 的 福音 ,由 于 天 国 即 将 来 蛋 ， 

大 们 和 便 应 庐 对 人 生 有 新 的 态度 ， 开 始 新 的 生活 方式 。 如 保罗 

所 说 :" 若 有 人 在 基督 里 ,他 就 是 新 造 的 人 人 。 旧 事 已 过 ,都 变 成 

新 的 了 -。 “13 早期 基督 徒 的 观念 具有 强烈 的 未 世 论 色彩 。 他 们 

等 待 基 上 营 重 返 人 间 ， 等 竺 未 日 审判 和 千年 王国 的 到 来 。 早 期 

教会 就 是 一 个 期 待 的 团体 。 虽 然 这 种 期 待 -再 落空 ， 一 再 扒 

[tl 基督 教 所 讲 的 "精神 生 医 "与 " 物 硕 生活 ”的 驹 亦 与 我 们 通 壳 理解 的 不 同 ,“ 精 

挤 生 竹 " 特 指 具 有 宗 着 内 容 的 精神 生活 :不 贡 括 世 怡 性 的 辅 神 生活 .比如 和 研 容 

世俗 的 乞 问 .克昭 译 乐 等 。 

[] Auguatine，Te Ciy of God ， .2，bmane .全 .下 ,MeCracken，The Loeb Classieal 

brary ， 

[3] 《至 经 本 林 秦 后 书 #. 第 Y 章 第 17 节 。 

于 是 本 -各 可怕 滞 避 训 二 可 二- 关 站 二 畦 二 于 证 太吉 中 关于 奸 贡 这 吉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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壕 , 旬 这 种 期 待 的 心理 却 根深 还 固 。0 基 昔 徒 们 把 这 个 世俗 

的 世界 视 为 他 们 精 褐 朝圣 旅程 中 一 个 短暂 的 良 所 或 客栈 ， 

甚至 现实 世界 十 脆 就 是 一 个 绯 所 。 所 以 ,“ 不 要 爱 扯 看 和 

世界 上 的 事 。…… 册 为 凡 节 界 上 的 事 ,就 像 肉 体 的 情欲 .眼目 

的 情欲 ,并 今生 的 骄 做 , 都 不 是 从 父 来 的 , 态 是 从 世界 来 的 。 

这 世界 和 其 上 的 情欲 , 都 要 过 去 。”321 在 这 个 世界 他 们 都 是 

“ 客 旅 " ,在 世上 度 着 “ 寄 局 的 日 子 ”, 他 们 “更 美的 家 乡 ” 在 夫 

上 ;在 这 个 指 界 并 设 有 属于 他 们 的 " 笛 存 的 臧 ” ,他 六 寻求 的 是 

那 “将 来 的 城 " ,13 那 才 是 他 们 精神 生命 的 真正 归宿 。641 他 们 

忻 恢 . 祈 祥 .行善 .苦行 ,为 了 得 到 上 帝 的 教 免 . 宽 想 ,使 其 灵 避 

得 进 天 国 。 灵 魂 得 救 才 是 他 们 真正 追求 的 目标 。 

由 于 对 天 国 的 期 待 , 所 有 的 人 类 价值 在 基督 教 那 里 都 

第 相对 化 了 。 在 4 新 约 }$》 中 ,我 们 到 处 都 见 到 一 种 反 论 ,它们 

的 意义 在 子 以 新 的 生活 观念 再 定 通行 的 世俗 生活 蕉 则 , 将 

进 价 生 活 与 来 世 生 活 对 立 起 来 。“ 误 博 的 人 ”,“ 受 逼迫 的 

人“ 被 许诺 天 国 , 151 贫 疗 的 人 得 到 希望 , 而 “富足 的 " 却 要 

至 手 回 去 。 人 人 们 第 教导 要 爱 目 己 的 优 , 要 为 盘 髓 自己 

的 人 祈 振 -如 此 违 迟 世 答 常 理 , 才 能 进 天 国 。 面 对 世俗 地 位 

fl11 在 西方 基 冰 教 世界 ,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御 ,对 无 国 的 期 待 心 理 秆 产 洽 世 .大 国 的 昕 

信和 亚 捧 远 去 和 恋 得 棋 赠 .大 约 在 第 -个 千年 过 去 后 , 基督 教 开 姑 承 试 混 世 幸 

笨 的 价 履 ,区 过 了 的 天 个 世纪 ,基督 葵 才 抒 生 活 前 重心 区 在 此 众生 医 上 - 悍 直 

到 白 由 主义 产生 欧 时 伐 ,对 和 天国 的 期 存 仿 处 于 基督 教 信仰 的 核心 。 通过 加 世 

纪 的 年 代 的 第 二 届 束 划 网 太公 全 说 .家 请 天 证 教 首次 明确 家 布 “这 柿 同 业 口 

存在 于 出 世 ", 六 过 它 商 隐 茧 于 奥 迹 之 肉 ， 当 基 叔 再 度 束 临 ， 它 将 成 功 为 圆 汶 

天 贞 的 ， 由 此 何 天 主教 行 才 情人 了 网 重心 转 问 班 休 

[2] 《发 鞋 公约 葵 一 书 》 ,第 [ 章 第 15 一 17 节 。 

[3] 芭 全 缀 :和希 伯 来 书 》 ,第 阅 章 第 13 一 14 节 ,第 天 章 第 13 节 ; 《 梳 得 前 书 ,第 工 章 

第 17 节 ,第 开 章 第 11 节 . 

[4] 在 完 马 的 法 订 上 . 当 蜀 纪 则 员 癌 基督 第 他 的 家 在 盟 里 时 ,他 可 能 会 说 :在 天 上 的 

陡 赔 搬 首 。” 

[5] 习 至 经 互 本 福 育 》 .第 Y 查 第 3 10 节 。 



的 不 平等 , 它 强调 人 的 精神 的 平等 ;: 而 人 的 精神 虽然 是 平 

等 的 ,但 却 要 服从 "肉身 的 主人 "和 在 上 者 的 权力 …… 类 似 

的 两 种 生活 、 两 种 境遇 、 两 种 命运 的 对 立 屡 屡 出 现在 《至 

经 少 中 ,耶稣 和 和 使徒 们 竭力 将 两 者 区 分 开 来 和 对 立 起 来 ,要 

求 信 徒 们 摆 陪 世人 惟 成 抑 , 过 另 一 种 生活 ,或 以 新 的 更 念 过 

现世 生活 。 基 督 徒 是 "“ 背 起 十 字 黑 追随 基督 的 人 ”,. 他 们 自 

户 为 “新 大 类 ”, 与 舟 不 同 。 一 上 人 了 他 们 接受 子 钙 为 惟一 的 道 

路 ， 就 实行 -种 新 的 生活 方式 ,自我 和 自沉 地 流放 于 这 个 

世界 以 内 。 

天 概 写 于 第 二 或 第 三 世纪 的 一 份 文献 《作者 不 详 ) 这 样 

描述 基 叔 徒 : “基督 徒 在 国籍 、 语 言 和 和 习俗 方面 与 别人 并 无 个 

同 , 他 们 不 是 住 在 自己 的 城市 里 ,说 的 话 也 不 是 卫生 的 方言 ， 

也 没 有 惨 异 的 生活 方式 ”, 但 是 , 他 们 却 “见证 了 他 们 自己 国 

庶 的 非凡 品格 。 他 们 居住 在 自己 的 国家 , 却 像 外 人 :#; 他 们 承担 

公民 的 一 切 义 务 ， 地 和 句 受 外 国人 的 一 切 遭 遇 。 对 地 们 而 

言 ， 异 乡 即 为 故土 ,祖国 亦 为 异 邦 。…… 他 们 现在 是 在 “肉身 

之 内 ' ,但 不 体贴 肉体 的 事 " 。 他 们 在 地 上 度 日 ,但 他 们 是 天 

上 的 子 民 。 他 们 于 和 守 世 上 的 法 律 ， 但 在 生活 上 高 过 法 律 的 

标 蕉 。 '…… 简单 地 说 ， 基 督 秆 之 于 世界 ， 就 像 灵 瑰 之 于 身 

悼 .…… 殉 魂 在 身体 内 但 不 属于 身 位 ,基督 徒 生 活 存世 上 ,但 

不 属于 这 其 界 。 1 

“不 属于 这 个 直 界 "使 他 们 成 为 一 个 新 的 精神 族 类 。 攻 击 

他 们 的 人 说 他 们 标新立异 , 惜 恨 世 界 。 罗 马 着 名 历史 学 冢 增 

西 伦 在 解释 尼 禄 为 何人 迫害 基督 徒 时 说 : 他 们 立 所 以 被 定罪 ， 

[fi BEpiatle ln Tiognmeroay in CyTil 尼 , Richardacn ed Early 忆 hrmimtiarn Earthera :和 hiladelphbia ， 

而 eatmiineter Pretss. 1953.pb .216 219. 这 用 话 较为 完整 的 立 本 可 大 有 见 了 产 理 主编 : 

《 革 督 教 二 千年 史 一 一 和 第 一 世 妃 至 当代 》， 李 人 明 、 林 牧野 至 ， 泪 活 书 杰 ， 

1957 年 .第 6 页。 作者 根据 英 译 本 醒 新 到 过 。 

4 二 

和 号 屈 归 二 中 答对 本 和 和 了 开 下 吉 砷 理 昌 1 小 生 三 

二 县 而 县 类 呈 了 相 瑟 

册 ， 泊 

六 下 了 千 骨 纱 填 角 



+ “不 是 因为 然 火 , 而 是 因为 他 们 的 反 社 会 傅 锦 ”< 同情 和 支 

持 者 却说 早期 教徒 坚守 真道 ， 膏 德 标 准 极 高 。12 早 期 基督 徒 

的 道德 水 准 到 底 如 何 ， 我 们 这 里 可 以 存 而 不 论 ， 我 们 能 避 肯 

定 的 是 ， 基督 徒 基于 接受 耶稣 为 “惟一 的 道路 ”的 和 后 涯 依 

仰 ， 的 确 坚 守 着 一 种 特殊 的 道德 准则 ， 过 着 一 种 地 您 不 同 的 

双重 生活 。 

然而 .基督 教 并 设 有 完全 知 定 世俗 生 汪 的 价 人 了. 继 勤 

指出 “尽管 基督 教 终 常 让 步 于 强大 的 来 世 倾 阿 . 但 它 众 犹太 

教 那里 继承 来 这 样 的 思想 ， 即 人 间 生 活 是 非常 真实 的 且 十 办 

真诚 。 尽管 朋 的 圣 徒 逃离 了 这 个 世界 ,但 它 从 设 有 将 现世 星 

低 为 虚幻 的 或 无 价值 的 . 或 认为 历 忠 是 简单 的 循环 ， 因 为 上 

帝 本 身 也 曾 以 肉身 在 时 … 历 虫 时 期 出 更 在 世 闭 。 他 的 出 现 标 

志 着 新 的 起 点 ，…… 中 攻 纪 设 有 清静 无 为 的 极端 的 隐 退 思 

想 。 ”0 非 特 烈 :和 华 特 金 斯 内 十 字 架 的 象征 意 广 中 发 握 基 督 

教 的 -无 观 总 。 基 督 被 钉 死 在 十字 架 上 ， 经 党 了 虐 迟 的 扩 萎 

和 瘙 苦 。 死 古 闻 架 上 的 不 仅 是 一 位 神 ,同时 也 是 一 个 人 . 神 

性 与 大 性 在 基督 身上 结合 为 一 体 。 “ 神 过 凡人 的 生活 ,起 爱 肉 

身 所 必得 于 爱 的 痛苦 ， 借 此 为 天 类 带 来 一 个 讯息 一 一 即 我 们 

不 应 趋 避 痛 兰 与 孝 友 ， 而 应 把 它们 看 作 是 达成 最 高 精神 肯 的 

的 工具 。 ”04] 

的 确 ,如 果 与 共 他 一 些 条 教 如 印 庶 载 和 佛教 相 比 ,基督 教 

在 

上 

帝 

与 

届 

撕 

之 

间 

[11 “habmred sf the homan rare"” ,或 可 评 为 " 反 上 关 " .Tacitun ,上 nnales, 症 Y .44.in Heno 

Brettensoned. ,Dancureaenta at ths frhriatan 丰 hurech ,2nd 工 ditunn ,fxiocrd :zford LUImivesaity 

Frenas ,1963,p ,2- 

[2] 据 载 , 亚 历 山 太 城 : 发 生 早 业 病 , 届 民 者 逃 区 本 ,只 有 革 旧 和 定 国 上 来 妥 乔 病人 ， 

捷 旦 死者 。 

[3] erhber .Juller， 天 reegdgom 芒 居 ee 是 gzferm 耳 om 可 From 后 e 有 Do 下 玫 5eg tse 可 二 mu 

ret PP .3 和 一直， 

[41 菲 特 烈 ， 华 特 金 斯 :西方 政治 忧 绩 一 近代 自由 主 交 之 宕 展 3 第 计 页 - 



的 特点 在 于 对 基 俗 事务 的 诬 深 卷 人 。 佛 教 以 世俗 生活 为 昔 为 

空 , 故 对 之 或 并 不 关心 ,或 试图 逃避 #; 基 耕 教 以 地 众生 活 为 徘 ， 

它 是 有 限 的 、 暂 时 的 , 充满 邪 亚 , 但 人 们 却 不 能 逃 表 ， 兵 能 面 

对 . !I0 上 帝 “ 道 成 府 身 ”, 基 督 具 有 神 和 人 的 二 兰 性 ,使 其 成 为 

肉体 与 灵 瑶 .世俗 生活 与 精神 生活 的 中 介 。 

耶稣 最 早 将 灵 屠 与 腐 人 .世俗 生活 与 精神 生活 分 开 , 面 对 

世人 沉迷 于 世俗 世界 的 状况 ， 他 香奈 地 强调 对 天 国 的 追求 。 

到 保罗 那里 , 面 对 售 徒 的 出 世 和 热忱 和 上 反抗 世俗 俞 运 的 躁动 ,他 

更 多 地 劝慰 信徒 实 于 世俗 傅 运 . 尽 世 俗 的 各 种 广 务 。 司 在 基 

督 教 的 售 届 中 ， 此 岸 与 彼岸 的 两 股 力 量 有 着 令 人 焦虑 的 紧张 

关系 ,人 们 很 容易 灿 向 一 端 。 或 者 过 分 强调 人 的 超自然 价值 ， 

把 世俗 生活 星 低 到 最 低 限 度 ;或 者 注重 此 生 ,使 宋 教 服务 于 获 

得 人 尘世 的 福 社 。 在 基督 教 历史 上 ， 这 两 股 力 景 以 两 种 极端 的 

形式 表现 出 来 :一 是 极端 厌 记 的 蔡 行 和 禁 答 主义 ,从 尘世 生活 

彻底 退出 ;二 是 完全 认同 和 础 人 世俗 秩序 ,或 者 以 激进 的 音 命 

观念 ， 试 图 按 基 督 教 精神 改造 世界 ， 将 于 年 王国 在 尘世 问 实 

现 。 但 两 者 都 设 有 所 为 主流 , 设 有 …- 种 倾向 取得 压倒 性 优势 

在 基督 教 政治 哲学 发 展 过 程 中 ， 神 学 家 计 担 此 上 岸 与 彼岸 

两 极 ， 两 者 的 分 量 在 不 同 的 神学 家 那 星 是 不 同 的 。 在 观 太 斯 

丁 那 里 , 两 个 城 的 生活 呈现 为 尖 钢 对 立 的 两 极 : 一 个 圣 清 、 虑 

若 .和谐 , 是 真正 有 福 的 生活 3; 蚊 一 个 是 悲惨 无望. 不幸 、 十 分 

[1 中 世纪 西方 老 章 院 也 并 非 寺 可 析 桂 静 肯 的 世 外 桃 汪 ， 起 土 们 失事 繁 便 的 农业 和 

手工 业 劳 动 , 西 罗 太 片 农田 就 是 他 们 开 匡 的 。 眩 道 院 里 证 行 过 一 向 能 言 劳动 与 

祈祷. “ 院 规 里 写 壮 ,要 让 由 上 们 劳作 到 "站 闭 就 能 睡 善 " 。 和 眉 道 院 还 负责 眠 祖 穷 

点, 帮助 龙 妇 弄 儿 等 无 助 者 .照料 阐 上 ,举办 贾 普 事业 , 忆 办 或 炉 助 文化 教育 机 

构 等 ， 与 二 教 寺院 生活 和 东正教 信道 精神 形成 韩 明 反差。 

[23] 一 般 试 汶 , 保 轩 的 书 迟 写 于 陪 雨 死 后 20 年， 也 就 是 全 元 和 年 。( 秦 见 辣 回 、 

硕 训 :《& 上 本 道成 闫 身 的 隐喻 ?3, 正 志 硬 . 因 性 详 , 江 并 人民 出 版 社 , 2000 年 .第 

18 页 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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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于 和 注 遇 和 j 者 

画 

痛苦 、 充 满 罪 亚 。1 但 是 中 址 纪 盛 期 的 阿 奎 那 却 开始 给 尘世 

替 福 以 合法 地 位 ,虽然 它 低 于 天 堂 的 李 福 ,但 它 毕 竟 是 人 类 幸 

福 的 一 部 分 。 

山手 与 大 世 的 钟 搂 不 时 会 摆 向 两 边 ， 但 中 轴线 是 出 引 精 

神 与 人 世态 度 的 动态 平衡 。 菲 特 烈 : 侍 特 金 斯 说 注 在 世 土 伟 

大 宗教 体 系 中 , 基督 教 独 具 不 安 与 动态 的 紧张 。” “基督教 的 

人 性 观 在 此 生 与 来 生 间 保持 一 种 微妙 不 安 的 平衡 , 稍 有 含 颇 ， 

整个 概念 便 竹 不 成 形 。 早 期 神学 家 以 商 度 的 技巧 与 冷 酶 无 情 

的 态度 去 对 抗 这 少许 的 偏 养 ,而 得 以 维持 这 种 平衡 ,使 基 上 教 

这 种 独特 示 教 的 生存 得 到 保障 ， 也 为 同样 独特 的 西方 文明 的 

汲 展 铺 下 坦途 。”5] 基 痪 教 的 主流 传统 对 世俗 生活 既 不 是 消 

极 逃 通 , 也 不 是 全 刁 心 的 投入 ; 肯 不 是 完全 奔 弧 , 也 不 是 使 其 

圣 化 。 它 使 两 着 分 开 ,保持 着 臣 离 和 张力 ,同时 肯定 精神 生活 

第 一 的 原则 。 这 是 基督 教 的 特点 。 

灾 革 【H.J.Mullecr) 在 一 般 地 论述 基督 教 对 西 启 自 由 的 

页 献 时 曾 高 度 评 剧 这 种 二 元 主 居 的 贡献 ; "处 于 基督 教 自 身 核 

心 的 极 靖 的 二 元 论 :肉体 的 与 灵魂 的 二 元 论 ; 世 俗 的 与 精神 的 

二 并 论 : 地 土 之 城 与 上 帝 之 城 的 二 元 论 一 一 当 它 们 被 蛮族 版 

依 者 的 精力 、 激 情 、 任 性 和 想像 为 所 激活 并 发 生 转 变 时 , 冲 罕 

变 得 刀 为 激烈 。 它 带 来 的 紧张 有 助 于 解释 ， 为 什么 西方 基督 

教 世 界 成 为 最 有 生机 ， 最 富 于 持久 的 创造 性 ， 世 最 自由 的 文 

明 ; 或 许 也 是 最 混乱 的 . 令 史学 家 感到 最 麻 需 的 文明 。 ”031 的 

确 , 正 是 二 元 性 药 紧 张 而 不 是 一 元 性 的 死 嘉 , 带 来 西方 社会 的 

生机 与 活力 , 带 来 西方 误 化 特有 的 自由 。 

[1 点 uauatime。 ye TPR 二 oa 下 .20. 

[2 菲 特 更 : 华 特 金 斯 区 西 直 致 治 情 统一 一 近 伐 自 出 主 关 之 沽 展 # ,第 30.32 页 . 

[3] Herbert 二 .网 加 ler，Preedom 如 古 e 惠 erperf 刘 orid: ro 二 Dr dress 加 Finse 叹 

Jpmukrara 和 .di ， 



以 政治 哲学 发 展 的 和 角度 来 看 ， 这 种 对 人 的 本 质 的 二 元 性 

理解 及 与 此 相关 的 对 人 美 生活 的 全 面 二 元 性 析 分 ， 是 基督 教 

二 匹 政治 观 的 基石 。 后 面 我 们 要 谈 刘 的 基督 教 政 治 哲学 的 一 

系列 二 元 驶 念 ,都 是 由 此 展开 的 . 

三 “人 的 价值 与 尊严 

自由 主义 是 以 中 世纪 末期 开始 的 数 下 年 世俗 化 进程 的 

成 就 议 前 担 的 。 世俗 化 进程 包含 着 对 上 帝 售 仰 的 冷 和 并， 使 

上 送 谈 出 于 人 类 生活 ; 包含 着 对 上 帝 领 由 的 复古 ， 从 而 挤 

册 人 的 活动 空间 ; 也 包 售 着 对 上 这 的 进攻 ， 以 显示 人 的 力 

量 和 上 各 扩 。 在 政治 领域 , 世俗 化 意味 着 排斥 上 人 帝 超 自然 力 

量 对 政治 事务 的 干预 ， 从 上 帝 的 重 压 下 解放 人 人 性， 从 神权 

那里 争 得 人 权 。 由 于 今天 的 世界 爱 惠 于 世俗 化 的 成 就 、 所 

以 人 们 从 世俗 化 的 出 局 看 过 去 ， 看 到 的 是 人 权 从 神权 下 的 

解放 。 然 而 如 所 我 们 沿 思 想 史 之 流 从 古典 时 代 下 行 ， 就 会 

发 现 ， 超 初 正 是 基督 教 使 人 在 神 的 庇 怕 下 获得 某 种 尊严 、 

某 种 平等 和 上 自 由。 近代 人 人 在世 次 化 进程 中 获得 的 解放 ， 是 

在 基 叔 教 所 肯定 的 原则 基础 上 的 进一步 发 展 和 扩张 。 当 近 

代 人 痛感 神权 侮 情 了 人 的 尊严 的 时 候 ， 这 种 感受 正 是 在 基 

督 教 文化 中 孕育 形成 的 。 

通过 对 人 的 二 死 分 解 ， 基 督 教 肯定 了 其 信徒 生命 的 精神 

基础 ,确立 了 其 精神 生命 与 上 这 的 联系 太 其 彼岸 命运 ,从 而 提 

升 了 人 的 地 位 和 尊严 。 别 尔 嘉 耶 夫 指出 :“ 很 入 以 前 , 基督 教 

曾 完成 一 场 伟大 的 精神 革 僵 ， 它 从 精神 上 把 人 从 曾经 在 古代 

甚至 扩散 到 宗教 生活 上 的 社会 和 国家 的 无 限 权 力 下 解放 出 

来 。 它 在 人 身上 发 现 了 不 依赖 于 世界 、 不 依 球 于 自然 界 和 社 

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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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ji 上 蕊 症 业 条 上 才 

会 而 依赖 于 上 帝 的 精神 性 因素 。 ”11 早期 自由 主义 者 能 够 坚 

宅地 主张 人 具有 所 谓 不 可 和 剥 村 .不 可 转 证 的 神圣 权利 ,表现 出 

他 们 是 基督 教 思 想 文 化 遗产 的 继承 人 。 

1 上 送 的 选民 与 弃 民 

“上 帝 选 员 ” 思 想 在 狐 太 教 中 已 经 出 现 。 狐 太 人 在 演化 

埃及 一 挤 教 的 过 程 中 ， 遵 御 了 一 条 新 的 思 炮 路 线 ， 即 它 把 狂 

太 人 人 作为“ 上帝 优 选 的 子 民 ”， 并 通过 施 割 礼 使 其 成 为 上 帝 

独一无二 的 依 剧 者 。0 不 过 在 犹太教 那里 ，“ 上 帝 选民” 的 

观念 共 是 将 狐 太 人 与 其 他 民族 区 分 开 来 ， 从 整体 上 解放 狐 太 

民族 ， 从 厕 提升 了 狐 太 民族 的 自尊 ， 而 二 是 傅 徒 个 人 的 自 

尊 。 基 督 教 从 狂 太 教 中 分 化 出 来 ， 它 的 “选民 ”概念 得 到 重 

新 定 头 。 如 aa. 布 革 苑 (Antony Black) 所 说 : “在 这 个 问题 

上 ， 基 东 教 也 许 给 人 们 的 信 售 带 来 了 半 耸 。 臣 为 他 的 辑 导 

是 : 二 代 犹 杰 人 是 作为 一 个 民族 从 埃 攻 人 那里 得 到 解放 ， 而 

基 叔 已 经 梧 解 放 了 人 类 整体 ， 也 解放 了 人 类 个 恒 。” 呈 1 相 

据 基 叔 教 的 教义 ， 通 过 上 帝 “ 道 成 肉身 ”， 通 过 真正 的 神 性 

与 完全 的 人 性 在 基督 里 的 合 一 ， 从 而 在 基督 里 实现 了 中 神 到 

人 人 人、 由 大 到 神 的 转化 。 耶 稣 的 牺牲 成 为 人 交合 运 的 转折 点 ， 

其 此 ， 那 些 信 仰 疏 稣 为 基督 的 人 ，、 都 从 罪 和 必死 的 每 罚 中 得 

到 角 放 ,“ 出 死人 生 ” 了 ,成 了 “ 神 的 选民 ”或 “天 上 的 国 

[HU HB.A. 唱 尔 嘉 耶 夫 :发 畏 梓 王 国 与 恺 抠 王 国 ?》, 安 启 金 . 周 清 波 译 ,浙江 人 民 出 版 

杜 ,20004 年 , 利 34 拟 。 

[21 每 型 萨 比 东 : 塔 俩 拓 .《 殊 太 通 史 》, 张 立 建 、 主 复 译 , 商务 印 书 迄 ， 1992 年 ,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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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”- 上 正如 4 世纪 著 台 神学 家 亚 大 纳西 (Athanasius) 所 说 入 他 

【基督 ) 补 造成 人 ,为 恒 我 们 能 成 为 神 。 ”0 其 他 大 则 成 三 上 第 

的 “ 奔 民 ” ,注定 遭受 地 狱 的 永 列 。 

在 & 新 级? 里 , 耶稣 一 访 面 反复 同上 星人 强调 他 的 救世 圩 使 

命 ， 只 要 跟随 他 ， 就 能 获得 新 的 生前 。 他 说 : “我 足 此 性 的 

光 ,跟从 我 的 .就 不 在 黑暗 时 赤 。 ”我 就 是 着 的 门生 凡 有 从 

我 进 米 的 , 必然 得 部 。” “我 就 是 道路 .真理 .生命 。 若 不作 着 

我 ,没有 大 能 到 人 冬 财 四 去 。 ”13 使 秆 和 们 岂 宕 称 “ 凡 信 了 耶稣 是 基 

督 的 ,都 是 从 神 而 生 -.“I4 过 -方面 , 子 稣 也 极力 将 他 的 信徒 

与 其 他 人 民 分 开 来 , 称 和 他们 为 "世上 的 起 “世上 的 光 ”。451 提 

开 他 们 的 价值 。 选 民 的 价值 和 尊严 是 在 对 奔 民 的 对 旷 中 辐 显 

出 来 的 。!1 司 徒 们 也 对 信徒 宣称 :你们 是 重 价 买 来 的 .不 要 

作 人 的 妈 仆 ;你 们 是 “光明 之 子 "， 上 则 之子"。 [新 约请 的 

某 些 段落 表明 ,早期 基督 教 公 社 相 信 ,他 们 已 经 成 为 " 属 神 的 

民族 ”, 蒙受 神 的 拣选 和 应 许 : 他 们 着 选民 , 高 起 的 妹 司 (moyal 

piiesthoodJ , 神圣 的 民族 ,上 上帝 的 子 民 (God ' s own Peoplel1。 “181 

天 国 的 公民 。 上 帝 许 诺 , 基督 徒 要 得 到 的 此 荣 ,. 是 他 们 “ 见 所 

来 见 , 轩 所 未 局 , 想 所 未 想 " 的 。191 

[11 克 见 《圣经 : 约 戎 福音 9, 第 了 而 第 了 4 节 ; 融 罗 西 书 $., 第 攻 柚 第 19 节 交 膊 

力 比 书 ?, 第 攻 章 第 20 节 ， 

【31 hamasime yncarnaiuor wy . 吕 ， 

[3] 兰 经 - 姑 输 福 育 3, 第 太 章 第 7?- 9 和 节 :; 和 钥 前 第 12 节 ;第 YY 音 第 日 节 

14] 《至 经 ， 的 输 一 书 站 .第 立 章 第 1 节 。 

[5] 至 经 马云 手 音 》, 第 Y 章 第 13 节 ,第 14 节 。 

16] 必须 指出 , 耶 解 对 基 音 征 的 贷 志 旺 与 对 非 其 督 徒 的 三 项 和 歧视 联系 在 一 起 的 .后 

来 朱 会 只 精 其 扩 太 到 嫩 视 汐 址 是 走 正 基督 徒 的 异 山 。 基 督 徒 的 白 生 斌 阿 万 为 对 

狂 杰 点 和 寻 端 的 极 病 野 视 和 葡 本 所 衣 的 心理 想 汰 ， 

[说 才 至 你 ， 斌 林 条 前 书 3 .第 得 章 第 2 站 这 帖 瓶 加 尼 角 后 书 3. 第 Y 商 第 了 节 。 

[8 人 hriatopherc Rowe and 肚 alcolrm Sohaofiell 【ea ) ee meproaderp 再 iutoary 于 Eree on 

rznm Peter ThougHes farnbrdgn Univeraify ]reaa 之 0KH] .BR.553 桂 . 

[别称 网 攻 有 鞋 妈 本 林 过 前 书 3 第 了 章 第 3 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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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果 放 对 基督 的 信仰 是 基督 徒 的 内 在 特征 , [11 悄 么 ， 徘 

为 人 教 关键 仅 式 的 洗礼 则 是 其 外 部 特征 ， 基督 教 以 洗礼 取代 

犹太 人 的 割礼 ,使 上帝 的 选民 与 其 他 人 区 分 开 来 。“ 你 有 | 奉 主 

耶稣 的 名 , 并 借 着 我 们 上 帝 的 灵 , 已 经 洗 净 , 成 革 称 义 了 。” 

“你 们 因 基 督 耶 稣 ,部 是 神 的 儿子 ,你 们 受洗 轨 人 基督 的 ,都 是 

拔 戴 基督 六 。-…… 你 们 在 耶稣 基督 里 都 感 为 一 了 。 ”0 许 礼 使 

基督 第 获得 新 的 精神 生命 , 所 以 被 视 为 “第 一 次 降生 “。 早 期 

教父 到 药 门 (Titus 四 avius Clemens 上 lexanderinus) 自 佑 十 说 :我 

们 是 上 帝 的 选民 ,他 只 天 意 让 我 们 称 作 父亲 。 ”0 

洒 4 世 纪 末 基督 教 成 为 祥 蕊 帝国 的 国教 后 ， 基 和 教 教 民 

的 身份 与 帝国 臣民 的 身份 重合 为 一 。 人 主 贞 欧 的 日 耳 曼 人 恶 

一 被 基督 教 所 征服 后 , 西欧 各 国 的 情 阅 也 是 好 此 。[4] 在 这 种 

场合 , 一 般 国 民 自 巷 就 受洗 人 教 , 蓝 得 教 民 的 身份 ,这 是 蓝 得 

社会 各 国家 身份 的 前 据 -“ 中 世纪 人 通过 教会 及 其 在 教会 中 

的 成 员 地 位 进 大 国家 (于 时 的 国家 ) 而 成 为 "公国 ”"。051 这 样 ， 

基督 徒 们 就 具有 双重 身 符 :首先 是 基 叔 徒 . 其 次 才 屁 具体 国家 

的 国民 :首先 是 无 形 教会 平等 的 -: 员 ,其 座 才 是 有 有形 社会 等 级 

秩序 上 的 一 分 子 。 对 大 多 数 人 来 说 ,作为 具体 国家 的 成 员 , 难 

说 有 什么 昔 严 ;在 等 级 址 系 的 网 络 上 .人 性 遗 受 扭曲 。 但 他 们 

同时 还 是 基督 徒 , 是 上 帝 的 特 选 子 民 , 是 天 国 的 公民 ,. 这 构成 

他 信和 人格 尊严 的 基础 。 

tt 你 轴 解 二 说 ， 所 调 基 督 往 就 是 “所 和 在 篆 处 求 千 我 主 耶 是 基 党 之 名 的 人 ”。 

(有 和 鞋 经 ， 研 林 过 前 书 # ,第 工 竟 第 > 和 节 。) 

1z] 鞋 归 。 哥 林 老 前 书 ? ,第 Y 章 第 11 季 亲 加 拉 杰 书 ? 了 ,第 出 章 第 28 节 。- 

131 旗本 门 : 二 动 钢 布 腊 人 #. 王 来 法 评 . 生生 : 读书 新知 二 联 书 店 ，2002 年 ， 第 

137 了 三 。 

[4 记 约 到 10 和 0 年. 儿 平 所 有 的 西欧 同 家 都 成 了 基 罕 教 1 天 主教 ) 形 者 的 鸭 家 , 普 岂 

首 风 生计 轩 岂 教会 的 权 感 - 

15| 转 引 自 芽 志 利 志 和 大 和 四 守 3, 需 宕 放 译 , 南 和 荔 印 书 熔 .1964 和 证 .第 147 页 。 



2 上 溃 的 "形象 与 “样式 

H, 半 蒜 指出 : 基督 教 的 一 个 原则 是 人 的 二 片 . 甚至 是 个 

人 性 的 神圣 。 每 个 人 必须 锌 得 重 ， 国 为 他 是 按 上 帝 的 形 委 造 出 

来 的 , 被 赋予 个 性 的 灵 瑰 。!I 卢 友 斯 也 说 :在 上 兰 的 最 站 意 

志 下 ,个 人 有 着 至 高 无 上 的 价值 这 一 观念 .在 4 柱 音 书 ? 中 束 曾 

明确 地 握 出 来 过 。 [5 在 使 徒 和 教父 们 那里 ， 上 秆 的 形象 (或 

肖像 六 代 表 着 人 格 的 尊严 。03 在 所 有 着 物 中 ,只 有 人 类 是 近 

上 帝 形 象 创造 的 , 与 上 角 相 亿 。141 整个 世界 都 是 为 人 类 创造 

的 ， 人 类 是 创造 的 高 峰 。 人 类 不 仅 与 其 他 生物 一 样 有 生存 和 

感觉 能 万 ,还 有 与 天 使 -- 样 的 理解 气 推 埋 能 力 。 

基督 徒 们 相信 ,通过 受洗 人 教 ,他 们 蛮 成 了 晓 去 上 日 的 颈 

壳 的 “新 人 ”, 分 享 了 神 的 本 质 , 不 再 紧 友 来 的 自然 人 ,而 是 

成 了 了 不断 赵 疝 " 造 他 的 去 的 形象 "的 "新 人 ”。05 而 人 的 刁 体 

也 就 成 了 “圣灵 的 有 生 傅 立民 "。 [9 

[让 Sece Herberl 本 .Muller，Freeciom an tr 本 Pstrrm 时 pri From 天 = Darg 十 gef il se or 

TDemuprrocy ,PP-55. - 

[31 中 蒂 - 卢 况 斯 攻 个 天 主 这 :和 劳 析 与 批判 .朱红 立 . 乳 德 花 译 ,中 国 ! 妊 电 视 

出 憾 丰 ,3999 管 . 第 妇 朵 了 节 有 另 一 个 中 许 本 旺 岗 死 实 谋 必 个 上 大平 袍 训 ， 洒 级 ， 

本寺 饥 杜 20o0l 年 - 

[3] 当代 神学 家 普遍 将 人 呈 上 帝 的 “ 撒 筷 " 或 “村 束 ”作为 上 大 烽 萌 靖 和 大 可 的 基 

得 。 夭 回 英 和 尔 特 受苦 督 儿 信 相 ] 与 请 权 ?3 诺 蔚 巡 六 人 所 :人 什 作 型 的 性 办 中 普 

上 世上 的 局 一 性 ?. 载 刘 小 册 主编 攻 尘 代 政 治 杭 举 冯 选 $. 藉 大 等 译 . 方 林 大 民 遇 版 

社 ,2002 年 。 

[4] 朱 过 奥 册 斯 丁 却 认 汶 ,区 太 并非 上 帝 的 宕 整形 象 ,只 有 机 作 尖 文人 头脑 的 胃 

上 大 相 嬉 音 , 率 大 才 旦 上 上 上帝 的 形象 。 

[51 # 至 经 - 了 歌 罗 西 书 ? ,第 下 章 第 1] 如 节 。 

{ 介 《 至 经 : 再 林 容 前 书 》 ,第 开课 第 19 节 ;古林 寺 后 书 ?, 第 订 章 第 1 人 首 : 图 供 害 本 

为 ”上帝 的 无 辕 沉 过 号 ， 基 督 教 的 教堂 本 身 并 不 有 具有 神圣 性 , 因为 基督 福 自 

已 尘 是 "来 生 上 帝 的 至 碟 ". 教 音 只 中 因 举 行 第 一 恋 革 敌 而 宪 得 神 持 起来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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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米 一 些 昼 学 家 将 "上帝 的 形象 ”imagel 与 "上 帝 的 样式 ” 

(tikenessj) 区 分 开 来 , 窒 出 蝇 调 人 的 精神 生 人 击 的 价值 . 贫 电 奈 乌 

(lreraens)j 基业 虎 “上 六 的 形象 " 指 大 的 肉体 ,而 ”上帝 的 样式 ” 

指 人 类 与 上 帝 的 淘 通 , 也 指 和 覃 到 择 救 的 过 程 ， 这 样 “样式 "就 

在 与 上 帝 的 沟 遂 与 柄 人 台 。， 他 写 道 :如 果 他 的 冯 魂 不 被 圣 灵 所 

充 汉 , 他 其 实 只 是 :个 动物 …… 他 就 会 基 不 完善 的 .内 微 的 和 

元 满 非 蓝 的 .他 徒 有 上 常 的 外 形 (image) ,但 没有 充满 圣灵 的 神 

似 (Hjkeness)。 “只 有 锌 圣灵 充 氏 , 人 才 是 精神 的 和 完 郑 的 。 ?01 

兄 伦 查 尼 安 (Valentinians} 则 按 人 的 本 性 将 人 分 为 三 个 种 类 ,其 

中 二 种 注定 得 到 不 同 的 择 救 , 第 二 种 遵 到 水 罚 。 与 上 帝 的 “ 形 

似 ” (image) 对 所 有 人 部 相 同 ,而 "神似 ”likeness) 只 适 于 被 拣选 

首 (ssyedj ,因为 他 们 将 精神 生命 作为 自己 的 本 质 ，03 

“形象 "与 “样式 "的 区 分 看 昧 着 , 天 国 的 席位 并 间 对 所 有 

人 开 敲 的 , 也 并 非 对 所 有 的 基督 徒 开 旗 。 奥 十 斯 丁 说 :“ 人 的 

本 性 在 天 使 与 野 短 之 间 ,如 果 大 他 的 造物 主 为 他 的 证 ,服从 他 

的 依 令 ,他 就 进 人 大 使 的 行列 ,反之 则 与 野兽 无 异 - “131 这 使 

基 党 徒 自 认为 与 天 使 一 般 , 但 也 使 他 们 可 能 将 非 基 叔 徒 或 

他 们 这 为 的 假 基 党 征 视 同 与 奸 兽 无 措 。041 由 此 ,基督 教 许 

结 人 的 得 严 使 打 了 - : 半 折 扣 。 

在 基督 教 神 堂 的 核心 ， 始 终 存 在 普 -种 这 刻 的 一 元 主 尽 

的 悖 论 : 人 是 按 芋 帝 形 象 侧 造 的 ,上 帝 创 造 他 以 使 其 分 享 造 物 

1 See Lestey 工 .Fisjd ] 玫 ，，ieriyr， 丰 omingoz， eng 二 8 Jo Saoorts 站 nm he Tueims or 

必 Fairrm 开征 ReoierT 0 一 398 LantdnnlUnirersaity 可 olredare Prcsws .1998 ， 

Ps. 

[2] bid, ,P,274. 

[3] 点 pustinn .Thr taryr oreod. 讶 .pb.322. 

141 教 人 拉克 药 门 秩 : 上 呈 看 散 性 上帝 的 人 才 基 富有 的 . 清 配 的 .出 身高 和 谍 的 , 雪 此 才 昆 

上 帝 的 形象 利 模样 ;应 该 坚信 .一旦 他 被 阳 二 斯 着 怀 造 成 ' 才 理 智 的 休止 而 齿 区 

的 .他 也 就 同样 地 碾 了 与 上 帘 相像 的 天。 克 和 站 过 动 换 希腊 上 >》 ,第 136-- 

137 和 。 )} 



让 的 永恒 彰 锐 ;但 它 问 时 又 是 虞 落 的 生物 ,注定 承担 着 罪 和 由 

菲 而 来 的 惩罚 。 所 以 ,在 基督 教 神 党 理论 中 ,对 人 类 尊严 的 肯 

定 和 对 人 性 的 上 虹 低 睛 存 。I 它 所 用 低 的 是 人 的 物质 存在 和 址 

众生 落 ， 它 所 称 扬 的 虽 人 的 精神 性 和 币 岸 性 特质 。 它 是 低 人 

性 , 是 因为 它 高 扬 人 的 神 性 ; 它 高 扬 人 的 神 性 , 则 必须 胰 低 人 

性 。 寻 人 性 的 悲观 估计 ， 深 刻 业 影响 了 基督教 的 社会 政治 埋 

论 - 对 基督 徒 来 说 ,世俗 生活 明 人 从 上 早 落 到 得 救 的 过 渡 期 ,也 

是 上 放弃 民 的 生存 状态 ,基督教 对 世俗 生活 的 规范 和 指导 ,部 

足 共 人 是 上 堕落 的 牛 物 这 - -估价 出 发 的 。 如 果 人 都 是 纯粹 的 基 

督 徒 , 就 不 需要 此 俗 的 法 律 .强制 性 权力 , 等 级 秘 序 , 问题 在 

上 ,天 党 逢 革 目 也 为 上 带 的 选 氏 ,但 进 俗 社 会 的 建构 却 不 能 以 

此 为 基础 .选民 不 是 开 司 ， 他 只 基 具 备 了 进 人 天 国 的 候选 人 

资格 - 所 以 ,在 构建 出 俗 社 会 秩序 时 ,必须 将 人 视 为 有 徘 的 和 

隋 落 的 生物 。 中 世纪 的 社会 政治 思想 倾向 主 强 调 人 的 自然 

蝴 沙 而 非 苯 严 ， 认 为 这 种 有 间 的 生物 在 葛 实 秩序 中 不 生 享 

党 昌 由。 所 以 它 强 调 对 权威 的 服从 , 强 音 秩序 的 重要 性 , 为 

奴 永 制 和 和 强制 权力 作出 辩护 。 只 是 这 一 镭 都 不 涉及 人 的 精 

神 生活 和 来 世 命运 。 

在 珊 实 生活 中 ,基督 秆 一 方面 仔 悔 赎罪 ,一 方面 叉 相 倍 自 

巴 是 上 帝 的 选民 .。 早期 基 叔 教 遭 受 政 府 的 追 省 和 社会 的 歧视 ， 

信徒 们 需要 背 起 沉重 的 十字架 追随 基 共 ， 关 于 他 们 与 上 帝 独 

特 关 系 的 自我 意识 和 信念 使 他 们 与 所 在 的 世界 区 分 开 来 ， 并 

克 挫 着 他 们 在 网 己 政 府 种 社会 的 重 压 下 坚守 和 白 书 的 信人 届 。 站 

这 时 的 教会 被 视 为 纯粹 由 标准 的 基督 徒 组 成 的 圣 徒 团体 ， 没 

1] 不 了 解 这 -点 ,就 三 能 理解 中 世纪 -系列 黑暗 制 诺 , 不 理 角 近代 和 的 生 就 为 

何以 反 孝 可 开始 ， 

121 从 料 记 载 . 许 秘 基督 秆 站 平静 的 心情 接 有 于 双 了 他们 的 音 种 谊 害 : 得 收 夸 产 , 朱 宛 

弄 读 .真人 全 投 别 壮 了 . 

4 载 

山名 

所 匡 荫 此 洁 | 



和 月 污 所 和 也 弟 .4 改 纪 后, 霄 会 获得 侣 法 了 地位 其 至 许多 入 权 ， 

和 人 教 普 的 成 分 混 二 起来。 这 时 加 和 教会 不 再 是 个 人 的 计 拌 ， 

而 是 二 境 和 和 习 妇 使 然 、 从此， 攻 会 开始 区 分 正统 的 教 镍 和 于 

教 徙 :11 使 入 时 代 , 只 要 信和 侧 基 党 ,接受 洗礼 ,就 中 基督 徒 - 在 

奥古斯丁 的 时 代 ， 大 们 开始 提出 :“ 作 么 样 的 人 才 算 足 基 督 

逢 到 大 格 串 而 利 时 ,问题 灾 成 "上 共有 二 痒 的 生 滞 利 行 为 吾 止 

才 算 是 -个 好 基督 徒 ?” 这 样 , 不 仅 有 教会 之 内 和 教会 之 外 的 

二 抑 区 分 ,还 有 “有 有 形 示 会 " 当 “无形 教会 "的 二 元 区 分 ,前 普 

是 圣 世 间 有 形 的 人 的 组 织 , 明 有 缺 隐 的 社会 结构 ;后 佑 此 用 从 

圣灵 而 牛 的 上 关 子 民 组 成 的 。 旺 无 形 考 会 ”是 忆 符 于 现 卉 的 

精神 王国 , 它 的 成 员 昆 五 止 的 上 帝 选 民 . 

基督 教 在 和 与 上 稍 的 关系 中 重新 箭 空 人 的 价值 ， 从 而 

使 此 方 社会 关于 和 的 日 我 依 识 习 生 了 重大 竖 革 。 如 着 名 基 

督 教 虫 学 家 YV. 沃 水 克 所 说 :“ 基 督 逢 认为 白 己 是 与 估 不 同 

的 人 , 是 新 的 种 族 ,是 真 于 的 以 色 列 人 。， 电 说 他 们 也 为 网 霹 

的 国家 及 其 统治 者 乞 福 , 但 他 们 认为 目 己 本 再 是 罗马 公民 ， 

而 基 天 国 耶 路 搬 冷 的 会 虹 -“0 保 胃 向 信徒 们 指出 ,由 于 信 

负 基 督 . 他 们 已 经 变 威 新 人 :“ 册 为 你 们 已 经 腊 去 旧 人 和 和 月 

且 的 行为 ， 守 上 了 新 人。 这 新 人 在 知识 上 池 南 于 新 ， 正 如 

造 从 的 主 的 形象 .人 了 押 以 你 们 既是 神 的 选民 , 壮 洁 蒙 器 的 

大 ss [4] 

贡 斯 当 曾 指出 , 宗教 “在 我 们 调 生 莫 死 的 世界 中 梅 成 了 

人 类 的 章 瑚 。105 这 个 论断 也 许 并 不 全 面 , 因为 宗教 也 可 以 

[11 乾 信 内 部 训 尽 上 人 慎 的 反 异 教 斗 香 训 是 在 升 土 坦 丁 阿 二 四 公关 法 地 和 世 只 升 妨 

焰 盘 的 - 

[2] 吉尔 误 将 其 称 为 "真正 在 上帝 而 前 的 教会 ”- 

[31  - 话 尔 克 过 基督 教室 出 , 孙 鞋 丽 译 .中国 计 会 利 学 出 版 社 ，1 凤 1 年 ,第 47 页 。 

[4] 避 至 时 歌 罗 西 蔬 ,第 开 章 第 中]2 节 。 

151 和 现 斯 当 : 过 十 绕 大 的 和 出 所 现 懂 人 的 自由 ,第 187 页 ， 



悔 育 人 的 尊 产 。 不 过 从 历史 上 看 ,基督 教 的 确 使 信徒 们 产 牛 

了 新 的 月 我 认同 .日 我 感 党 -对 稚 岸 命运 的 仿 念 ,使 基督 徒 将 

自己 与 址 俗 社 会 秩序 分 高 升 来 , 与 其 他 人 分 亢 井 有 末 。 从 “ 选 

民 与 “ 莽 民 的 对 照 中 ,他们 获得 -种 未 炎 和 信心， 耶稣 千 

证 凶 们 :“ 只 因为 你们 不 属 世 界 ， 广 是 我 其 世界 中 插 选 了 你 

们 -你们 "是 属 神 的 ”, 而 他 们 却 是 “ 属 址 界 的 " -DT1 人 的 精 坤 

不 属于 任何 目 然 在 在 的 维度, 人 的 有 灵 弄 得救 乌 与 其 世俗 成 过 

无 基 。 由 于 与 上 帝 的 其 系 , 由 于 超过 俗 的 市 运 ， 基 督 徒 站 

认为 “新 人 ̀。 他 们 超 拔 于 尘 俗 之 上 ， 只 有 他 们 才能 符 到 水 

生 - 早 期 基督 徒 被 周围 的 人 视 为 " 直 界 上 的 污 移 ,万 物 中 的 渣 

溯 ”, 4121 但 化 们 却 请 视 其 商 。 旨 徕 传道 许 给 奢 些 在 址 上 处 于 

不 利 地 位 的 人 . 受 通 追 的 人 . 心 翡 爱 . 纯 活 正 交 的 人 等 以 天 

上 的 柱 社 - 许诺 “国庆 .权柄 、 灯 ,全 是 你 们 的 ， 上 下旬 永 

还 。 131 基督 徒 相信 ,通过 党 洗 和 信教 和 赃 徘 行为 ,他 们 与 二 着 

订 了 契约 ， 共 而 使 自己 在 天 国 中 的 一 席 之 地 有 了 作证 。 在 

字 们 的 心目 中 ， 人 之 间 首 要 的 区 分 是 属于 基督 追随 基督 的 

人 与 不 属于 基督 不 认识 基督 的 人 之 间 的 区 分 ， 人 他们 碟 绥 月 

认为 属于 前 者 ， 并 在 此 种 认同 中 获得 月 信和 与 自尊 。 与 此 相 

比 ， 世 俗 社 会 的 各 种 分 野 即 司 不 是 无 关 皮 要 ， 世 被 降 到 了 

次 要 位 置 。 

显 而 易 儿 ,这 种 自我 意识 和 信念 培育 和 支持 着 基督 徒 的 

自 迟 与 自尊 。 无 论 在 世俗 社会 中 的 地 位 与 境遇 如 何 ， 每 个 信 

徒 都 在 与 上 帝 的 直 贸 联系 中 找到 自己 人 生 的 支点 。 这 种 信 仿 

支撑 超 一 个 内 在 的 世界 。 在 这 里 ， 世 怡 社 会 的 屈 习 丰 能 王 

污 ， 人间 的 如 生 不 能 进 人 。 人 的 苯 产 最 官 就 出 现在 人 们 心 现 

[1 《对 电 : 杏 雯 揪 育 》. 第 XYV 童 第 189 节 以 芍 朝 一 书 3 第 R 章 第 5 节 。 

[321 《圣经 ， 哥 打 密 前 书 # ,第 下 章 第 13 节 。 

【3] 长 人 缀 ， 马 本 福音 3 ,第 人 章 第 3 一 12 节 :第 厅 章 第 13 他- 

下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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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这 ̀- 隅 ,， 它 也 只 能 立 是 导 这 里 。0 

3 外 在 如 线 下 的 内 在 自由 

贡 斯 当 曾 出 述 过 一 个 善 名 理 伦 ， 即 认为 十 我 的 日 出 是 政 

学 自 由 ， 现 代 自 由 征 个 人 月 让 。 政 治 日 由 是 对 政治 轰 力 的 分 

享 , 个 大 上 月 走 是 对 航 人 人 狐 闻 的 保障 . “在 古代 人 天 里 , 个 人 在 

会 共事 务 中 几乎 水 迹 话 主 罗 者 ， 人 在 所 有 私人 关系 中 邯 是 缀 

求 。…… 在 现代 大 中 ,全 人 在 其 和 大 生 知 中 是 独立 的 ,但 即 邱 

在 最 自 息 的 国家 中 ,他 也 侈 公休 发 面 三 十 主权 者 。 ”万 “个 

蔡 名 自 由 主 交 者 哈 子 克 曾 不 点 名 地 批评 了 贡 斯 当 的 观点 ， 估 

不 同意 说 古代 人 那里 设 有 现代 意 交 的 个 人 目 由 。 他 认为 ， 节 

六 和 区 絮 虹 戏 人 夺 

. 叫 | 

1 当代 一 些 其 督 教 因 组 家 世 绰 岗 大 与 上 裔 的 联系 时 人 的 坦 产 的 其 础 .HE 尼 市 尔 指 

呈 Ht 王 是 基督 教习 机 把 个 大 大 朴 千 梨 于 的 暴 攻 叶 锁 放出 束 . 并 慎 个 大 和 有 :种 信 

富 : 展 此 个 人 使 能 公然 葛 视 乾 极 的 河村 ， 使 同 闻 全 几 将 他 印 粹 当 作 工 居 的 企图 

落空 . 引 月 刘 小 袍 六 十 癌 上 于 匠 上 的 在 3》 上 上 答 一 联 书店 .1995 证 , 弟 230 页 。} 

]J: 巧 利 里 把 他 的 伦理 学 说 称 为 “局 神 为 中 心 的 上 大道 芋头 ”或 “真正 的 人 人道 主 

究 "， 这 种 "以 神 询 中 心 的 点 道 主 并” 的 出 沽 点 是 大 的 到 重 囊 性 的 要 售 ， 在 他 亲 

来 ,做 芋 “ 作 为 个 卉 的 上 ”与 " 首 册 个 性 的 大” 的 狂 一 :但 是 所 者 的 意 兰 本 失 让 十 

回 .. 惟 汽 个 售 的 大 .因为 他 只是 复 乒 的 东 蛙 ,得 有 和 人 科 上 全 . 莉 严 和 术科 .用 服 忆 

物 垣 此 办 规律 的 喜 配 - 们 作为 个 必 的 人 则 下 癌 : 大作 昼 种 精神 行 在 物 并 布依 

糙 于 任何 竺 后 事物, 也 干 服 其 下 疝 物质 的 . 叫 的 规 宰 性 ,他 筷 于 本 昌 市 的 ， 上 从 

的 个 性 让 这 了 了 大 的 囊 摧 : 它 星人 的 尊严 前 基础 开国 为 上 是 一 个 精 杭 .使 也 县 村 

起 出 所 有 上 这 其 他 全 乱 物 的 旺 严 .只 有 刺 整 个 物质 字 宙 更 大 的 价 扯 . 碟 为 “上帝 

的 形 课 "除了 [ 帝 , 设 寿 什 人 委 商 于 大 的 灵 天 ”ofJaques Waritain.7 了 Pr As 可 an 

生 胆 本 有 or 了 风向 于 ok :Soripnoer 15334313 而 大 失灵 瑰 之 所 忆 上 有 如 呈 的 

了 地 作 和 昼 值 ,基因 为 在 它 上面 有 闭 上 帝 的 烙印 ， 所 以 ,一 个 人 之 所 以 忆 有 路 对 的 

尊严 .就 因 为 李 和 和 上帝 直接 区 系 . 纪 帮 在 上 帝 邳 出 ,他 才能 尖 主 实现 月 已 ， 者 会 

的 六 拉 部 自 让 家 半 3 也 认 “ 宗 看 和 户 击 的 柑 利 正 是 杆 根 于 入 的 址 天 ,通过 《圣经 光 

的 出 下 以 是 人 大明 身 的 弄 性 人 性 的 尊严 为 拓 间 队 刘 ，”fTDeriararinn wn HPligitua 

Treedom in 了 alter 区 -不 hbott，e ， 了 he Jrcumenrta cf Vantiran 了 ， 隐 em TworkE7y 《320 

Preag ,1966，p - 丰 9 ，) 

[zl 大 路 虹 :机 斯 当 址 击 找 上 的 自由 与 现代 大 的 自由 , 第 27 页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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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 明 俑 表达 个 人 旧 由 理想 的 是 古 希 腊 人 ， 特 曾 是 公 死 前 3 世 

纪 和 4 世纪 的 雅 提 人 。 13 哈 子 克 的 指 评 有 - -省 道理 。 的 确 , 证 

典 时 代 的 雅典 那里 ,已 经 出 现 了 类 售 近 代 个 大 旨 由 的 倾 癌 。 避 

但 在 城邦 整体 主义 社会 铺 构 中 ， 个 大 自由 只 是 作为 政治 自主 

(民主 ) 的 副产品 出 现 的 , 它 使 个 人 有 了 - :个 相对 自主 的 领域 ， 

但 这 个 领域 尚未 成 为 个 人 的 权利 ， 秘 域 与 会 域 问 尚 末 形成 鲜 

明 的 界限 。 所 以 那 时 的 自由 又 表现 为 微 匈 的 晴 芽 ,其 吴 楷 

静 ,很 快 号 将 雪 玻 落 了 。 

所 入 我 认为 真 斯 当 所 说 大 体 林 错 ， 个 大 上 自由 是 现代 的 产 

物 。 我 在 这 里 关心 的 是 : 由 声 代 人 的 间 由 癌 魂 代 大 的 月 由 的 

乱 灾 是 如 和 何 实现 的 ?或 者 培 , 归 出 主义 所 他 张 的 个 大 闪电 是 如 

何 出 现 的 ? 

A. 布莱克 指出 .“ 将 人 的 自 电 作为 某 种 本 质 的 乾 求 和 

有 价值 蜀 东 西 的 观 售 ”和 “作为 目的 的 个 大 月 宇 的 概 仍 ”能 

够 在 西方 如 此 流行 ,并 在 社会 ,法律 和 政治 思想 上 取得 主导 

地 位 , 有 多 种 困 泰 起 作用 ,. 包括 产 陈 的 遗产 、 斯 多 昔 手 的 观 

念 . 罗 与 法 岂 想 和 月 年 曙 民族 的 传统 等 -0 上 是,A. 布莱克 

[1]】 弗 申 德 转 希 - 池 : 哈 阳 现 : 缀 请 ,科学 与 酸 治 一 ” 哈 卫 克 四 组 精粹 币 328 页 

[z] 比 是 们 星 克 利 就 白 吉 地 卢 称 : 我 们 每 个 公民 .在 亩 用 生活 关 面 ,能 铝 狂 立 自 

主 。"【 订 萌 底 德 :二 伯 罗 杜 尼 搬 战 节 中 3?. 谢 秋风 评 . 商 若 印 书 情 . 1960 秆 .第 

133 页, 亚 里 二 事 知 谈 烈 平 马 踢 体 的 自由 时 指出 , 户 由 悼 现 寺 个 和 生活 中 为 

“做 生 应 性 博 而 行 . 各 媳 所 时 "-。 “平民 土 尝 者 说 . 对照 总 求人 和 侍 的 二 得 按 上 月 局 的 

韦 志 生活 , 惟 胡 这样 才 吕 算是 自由 人 人 -. ( 亚 里 上 老 芒 罗 牙 和 洛 掌 和 :内 寿 落 详 , 商 

务 印 书馆 ，]1%81 年 .第 312 奋 。 该 书 另 在 商 才 田 十 编 严 单 【过 条 全 华 # 认 中 

(第 刀 郑 1 ,中 国信 民 上 学 出 版 社 .1994 年.。) 

A, 布 燕 蜗 认为 ,在 法 六 友和 社 吕 隔 曙 挂 会 中 ,武士 虎 族 的 所 出 眶 fanchinta 个 位 

是 社会 地 位 , 面 朋 也 旺 个 人 甬 梧 (prewesas) 的 标 齐 .在 封建 时 代 , 真 旋 试 为 ,只 有 完 

去 牛人 姜 才 会 发 去 自由 。 西 窗 固 和 曾 育 :人 秆 名 部 不 如 自 山 鞭 录 “斯 甸 苗 让 析 学 教 守 

衣 , 自由 此 上 大 党 在 本 上 的 犀 巡 敌意 的 一 部 分 。《 学 培 汇 芒 了 将 自由 证 闫 为 "每 个 

上 入 他 喜欢 的 各 ， 址 垩 外力 或 法 律 眼 制 的 自然 能 思 " 这 个 定 尖 琶 后 大 掺 时 引 

用 。【 和 由 mtany 革 bac 丰 全 相 区 站 匡 本 Seler 和 下 ropean Page 了 oo 有 看 bmrl 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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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 为 在 这 个 问题 上 , “基督 教 也 许 给 人 们 的 观念 带 来 了 草 

命 "。 根 据 它 的 教义 , 基督 已 经 既 解 放 了 人 类 整体 , 也 解 旗 了 了 

人 类 个 体 。 基 督 的 摊 救 使 -个 人 从 兹 亡 计 村 新 千 ， 特 别 在 保 

罗 那 里 , 揉 救 补 表 还 为 从 罪 由 得 到 解放 ,“ 这 意味 着 基督 徒 首 

抑 的 和 超越 一 切 的 中 自由 人 人 ”, 他 们 蒜 得 了 “上 帝 的 儿子 的 自 
由 ”1 

在 城邦 时 代 , 所 谓 目 由 的 核心 是 公民 日 治 。[ 呈 城邦 时 代 

的 公民 是 国家 的 主人 ,也 是 国家 的 奴隶 。 当 专制 的 世界 帝国 

取代 了 作为 公民 日 治 财 体 的 城 大， 公民 的 自由 也 随 之 丧失 

的 时 候 ,斯 多 葛 铂 转身 问 人 的 内 在 精神 此 界 寻 求 月 由 。!31 城 

邦 财 代 会 民 的 自由 只 是 少数 人 的 特权 ， 当 所 有 的 人 部 了 沦 为 

专制 帝王 网 辑 仆 的 时 候 , 塞 涅 卡 却 说 ,所 有 的 人 在 本 性 上 都 

是 自由 的 -。 他 这 里 指 的 是 人 的 精神 自 出 和 道德 自由 -斯 多 葛 

次 将 以 往 相 互 渗透 浑然 一 人 的 人 的 内 在 世界 与 外 在 世界 判 

然 商 分 ,从 而 肯 定 了 人 的 内 在 世界 的 自由 。 这 个 内 在 世界 之 

于 他 们 ,相当 于 生 避 国家 慨 犯 的 “避难 所 ”(H. 阿 伦 特 语 )。 

在 塞 诠 卡 看 来 ， 姐 役 只 有 两 种 : 外 在 的 奴役 仅 涉 及 人 的 郊 

体 ,人 的 精神 仍然 可 以 是 自由 的 ; 内 在 的 奴 和 后 是 人 成 为 自己 

情欲 的 俘虏 , 这 是 真正 的 奴隶 。 所 以 ,一 个 撤 袁 戴 锁 的 人 可 

能 是 自 直 人 ,一 个 骄横 的 帝王 却 可 能 是 如 素 ; 一 个 如 隶 可 能 

有 目 由 人 的 精神 , 而 主人 却 可 能 生活 在 “自己 造成 的 奴隶 状 

态 " 中。 在 政治 权力 与 公民 集 怀 的 同一 已 然 消 逝 , 政治 权力 

[11 页 ntony 玉 lack， 全 pigae mm Coit Soricty 训 而 uropemam Poiaarel THomgH 帮 om br 

了 Pd 上 hfry 吕 e reseru 的. 寺 ] ， 

[2] 有关 硕 脖 栈 灌 白 由 的 解 帮 和 大 见 抽 作 《两 方 政治 记 化 导 统 ?1 入 订 版 1]， 属 芷 江 

和民 出 版 持 ,2002 年 ,第 182- 一 196 让 。 

131 时 梯 尔 说 :“ 精 神 自 已 -元 化 日 由 ,日 己 乘 亢 自 己 , 相 却 是 为 了 能 各 党 珊 白 

己 , 为 了 能 扔 回复 月 己 。 只 有 这 才 基 自由 (向 格 训 :哲学 史 进 油 录 3 第 

着 1]., 锅 丰 .了 王 太 记 评 ,商务 由 上 书 情 .19843 年 ,第 硬 责 。)} 



R 荔 鬼 变 为 外 在 的 专横 力量 的 时 代 ， 斯 多 葛 派 从 外 部 世界 

撤回 到 内 在 精神 世界 ， 从 自身 的 沉思 生活 和 道德 修 为 中 获 

得 一 种 目 由 的 感受 。 共 他 们 起 ， 日 由 不 再 尼 积 极 的 政治 参 

写 , 面 是 消极 的 不 受 外 部 世界 抄 狂 的 心灵 宁静 并 态 。 它 昆 对 

政治 权力 的 芒 和 还 与 拒 斥 。 

基督 教 在 此 基础 上 ,将 人 的 内 在 世界 划 为 上 帝 的 领地 , 同 

了 其 彼岸 全 运 , 从 而 将 人 的 内 在 世界 的 自由 * 视 为 人 类 虹 足 珍 

贵 的 礼物 和 最 高 的 目标 ”，L 并 赋予 其 在 斯 多 葛 派 那里 所 设 

有 的 精神 力 基 。[ 斯 多 葛 派 的 内 在 自由 只 是 少数 知识 分 于 的 

奢 修 品 ， 而 基督 教 却 使 它 成 为 全 惧 信 徒 一 一 在 基督 教 成 为 国 

载 后 ,也 几乎 是 全 址 国民 一 一 的 生存 状态 。031 

基督 教 的 自由 有 二 重 含 义 : 其 一 是 爹 除 厚 罪 ,灵魂 得 到 兵 

总 。 耶 钰 以 目 己 的 牺牲 作为 赎 价 ,为 捆 锁 中 的 人 炭 困 了 自 出 ， 

或 作 蚊 罪 轩 以 许 净 人 的 菲 。 保 罗 就 是 在 这 个 意义 上 理解 自由 

的 。 他 说 :基督 炎 放 了 我 们 , 叫 我 们 得 以 自由 。 所 以 要 站 立 得 

稳 ,不 要 再 定 奴 仆 的 捷 制 。 “ 主 的 灵 在 那里 ,那里 就 得 以 与 

由 。!4 对 此 . 斐 尔 德 解释 道 : 基 督 徒 的 目 由 意 昧 着 "免除 由 

于 原 菲 、 死 亡 和 诅 先 而 带 来 的 那 晋 , 意味 着 拯救 ”。05] 其 二 是 

[1] ”Lasater 亡 -了 el j 民 beriyr， 有 om， dm 扰 e To 呈 t0ohas : 中 m 人 ee 加 mins 地 esiern 

Pogiiray Teolosgyf TD 一 3 了 889 ,. 亩 . 

121 时 格 尔 以 他 目 已 独特 的 本 谐 揭 示 了 这 一 点 :“ 单 个 人 独立 的 本 身 无 限 的 人 格 

这 一 原则 , 即 主观 和 由 的 原则 ,以 内 在 的 堪 式 在 革 督 教 中 出 再" 主机 性 的 轰 

利 连 同 自 为 存在 的 无 吹 性 ,主要 是 在 基督 教 中 出 现 的 "- 1 黑 格 散 : 法 区 学 原 

到 .第 2004 一 201 页 ，)》 

[131 隅 格 尔 曾 说 过 :永志 从 古 到 全 知 道上 只 有 一 个" 有 是 自 由 的 ; 箔 腊 雷 马 竺 界 知 道 

“者 些 ' 是 自由 的 ;日 征 旺 志 异 知道 全 考 "其 自 由 的 。 【时 格 第 次 押 遇 林学 #. 干 造 

秆 麻 .上 六 书 店 出 版 村 .19 扫 年 .第 110 一 111 页 .从 有些" 到 “全体 "的 转 谈 主题 

是 革 帮 部 带 来 的 . 

[4] 《至 经 - 加 拉 本 书 #, 第 立 章 第 1 节 以 哥 林 密 后 书 ? ,第 正章 第 17 节 。 

1 Dester 工 .Fieid JR .EDerey， 站 emamapm， anal 二 ee Ti Susraday， fn 赴 P TDmigrnr 叶 下 esterm 

PodiiceF Zieorosgyf 19303981 式 昨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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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的 内 在 精神 世界 和 蚊 离 外 在 秩序 的 独立 性 ,不 受 世 俗 社会 关 

系 的 束缚 或 世 众 权力 的 控制 。 邯 稣 所 说 的 天 国 即将 米 临 ,是 

在 吁 求 一 种 内在 的 . 起 性 上 的 国 度 , 与 外 在 的 有形 的 四 度 

和 秩序 相对 立 。 在 保罗 那里 ， :方面 , 他 劝 戒 仆 人 殴 四 服从 

肉 丑 的 主人 ,并 且 特 别 担 调 从 内 心 而 非 针 表册 上 由 利 服从 。 他 

说 :你 们 作 仆 人 的 ,要 惧怕 战 鼎 , 用 诚实 的 它 听从 和 你们 肉身 

的 让 人 ;好像 听众 基督 一 般 - i 另 一 方面 ,又 过 称 基 和 的 信 

竺 是 重 价 贱 回 的, 不 是 要 作 人 的 妈 什 , 而 是 放 神 的 奴仆 。 这 

里 ,对 庆 在 命运 的 咕 从 接受 与 对 人 药 肉 在 彰 严 的 强 凋 首 存 不 

悖 。 要 安 于 作 人 的 妇 仆 ， 因 为 奴 录 地 位 仅 竹 及 人 的 外 在 方面 

和 和 此 世 命 这 .不 涉 基 内政 直 办 和 来 世 命 延 。 和 5 位 系 剑 作 人 的 

姬 仆 , 直 仅 是 来 世 , 币 且 在 今世 志和 不作 人 的 列 仆 -在 涉 上 大 来 址 

节 运 、 认 在 信人 刷 和 精神 生活 方面 保持 着 自己 的 独立 , 不作 人 

的 怒 仆 。 码 作 大 的 如 仆 , 意 昧 着 作 神 的 如 人 。 作 神 的 如 仆 就 

是 精神 的 和 白 由 。 

所 以 ， 基 督 教 的 日 由 是 以 对 人 的 内 在 方面 和 外 在 方面 

的 区 从 为 前 提 的 。“ 内 在 的 人 ”finner manj 与 “外 在 的 人 

fouter man) 的 关系 问题 ,在 《4 新 约 》 中 就 已 进 和 人 基督教 的 论 

域 . 前 者 与 上 帝 由 联系 ,后 者 遵 过 激情 和 错误 与 此 和 惟 址 和民 相 

联系 -里 对 的 区 龙 巴 德 1aAgohard of ]yons) 诈 酸 说 ;上帝 命令 

入 以 其 肉体 互相 服务 , 伍 他 并 没有 允许 任何 内 在 的 人 (inaer 

manj) 申 从 于 上 上 芝 以 外 的 什 何 人 ~ 内 在 的 人 是 自由 的 -134 所 

以 目 市 公 涉 人 的 精神 批 洽 和 来 直人 命运， 与 人 的 岗 体 和 项 

[1] 攻 洒 既 - 以 碍 所 书 #. 第 订 直 和 鲍 二 和 节 。 

[21 民风 旦 大 末 革 证 的 眼光 看 荷 大 的 王 托 人 而 运 的 “和 谷 大 载 召 的 时 候 是 秆 宇 身份 ， 

仍 亚 守住 这 身份 。 "人 革 经 - 峡 林 多 前 书 3 第 胡 间 第 20 一 22 节 。) 因 市 " 昌 | 候 

到 了 ,一 攻 都 特 直 去 "， 

[3] Sr Parlyle , 册 且 er oa Po ev TD2， 



世 处 境 无 关 。 早期 教父 德尔 图 息 【Terultiany 世 说 :“ 没 有 人 

生来 为 别人 ,这 些 人 自身 也 是 必死 的 。 基督 徒 的 头 与 基督 

一 样 自 由 ， 因 为 基督 就 是 基督 徒 的 其 "。1!0 而 筑 古 斯 丁 的 

《十 怖 孙 》 则 被 称 为 -部 “内 心 扯 异 的 寞 言 ”, 这 个 “内 心 纪 

界 * 向 上 帝 敞 开 , 对 眶 帝 负 页 ,出 国有 上 帝 的 支撑 笛 存 在 。 

这 里 ,人 们 要 阅 ,雪人 的 让 在 方面 受到 必 姓 和 效 酯 的 奴 艇 

的 情 癌 下 ， 要 人 们 建立 起 对 内 在 精神 和 白 出 的 信念 和 许诺 给 人 

位 彼岸 世界 的 自由 有 什么 章光 吗 ?我 以 为 ,这 个 问题 首先 应 该 

这 样 提 出 :彼岸 世界 的 自由 和 内 在 世界 的 自由 存在 吗 ? 

当然 ,彼岸 命运 属于 信仰 的 领域 , 对 于 不 佑 者 , 彼 划 命运 

是 空 呀 无 根 的 ;但 对 相信 的 人 , 它 却 构成 人 的 内 在 世界 实 实 在 

在 的 : :部 分 。 对 基督 徒 来 说 . 终极 目标 的 确定 和 对 徙 岸 批 和 性 

的 信念 构成 他 们 内 在 此 界 的 主 室 支撑。 出 于 这 种 信念 , 他 

们 对 世俗 社会 秩序 及 其 他 们 与 这 个 筷 序 的 关系 就 有 了 不 同 的 

态度 ,他 们 对 内 在 世界 元 其 珍重 ,对 内 在 世界 的 国 宁 变 得 特别 

坚强 。 在 这 个 内 在 世界 里 ， 产 生 了 个 体 对 自身 无 限 精 神 价 值 

的 觉醒 和 往 我 意识 ,产生 了 一 种 称 为 “良心 "的 东西 , 它 只 对 下 

帝 负 责 。 我 们 看 到 .基督 徒 祭 起 人 灶 的 自 知 作为 最 蜗 波 则 , 任 

何人 类 的 权威 如 果 有 人 以 于 它 都 是 无 效 的 。 在 良心 的 圣 尼 里， 

些 理 了 对 自由 的 最 初 感受 和 人 据 求 , 睛 由 的 种 了 开始 蝴 芽 。131 

无 论 人 是 否 有 --: 个 彼岸 傅 运 ， 人 的 确 有 :个 内 在 的 世 

{ 1 See LesteT 上 .天 JH berty， Pipmumgeon，BRiE ie Ta Wi 1 二 人 rigrms 

Pestera Pofiisal Teotoerr 780 3981,p.27， 

[231 可 以 比较 斯 雪 昔 襄 ， 他 们 昌 扒 漂 重 内 在 世界 指名 立 白 由 , 们 翅 有 对 彼 霸 性 

界 售 履 物 去 返 ,其 辅 神力 麻 比 基 冰 教 友 为 进 色 。 

[3] 早期 某 叔 竺 因 汶 拭 种 称 们 撒 为 证 而 受到 残酷 迪 审 ,好 尼 上 鹉 他 们 说 :你们 就 说 

- 刘 “性 撒 是 主 ” 灵 有 条 逢 入 【Henry Bettermaena ci 。 呈 reinents 邦人 niatneem 

bare 上 Diotd Diordl Unneraity Press ,deditiony1963,P. in) 但 对 基督 往来 说 ,说 

了 这 癌 谢 就 县 背 状 上 市 ,所 以 他 们 失 掀 本 志 帝 权 越 国 服 . 

和 7 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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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 

输 。 在 西方 历史 上 ,这 个 内 在 世界 主要 由 于 基督 教 的 影响 方 浮 

现 上 来 ,并 与 外 在 世界 判 然 分 离 。 基 督 教 将 “内 在 的 人 ”与 “外 

在 的 人 “和亲 离 开 来 . 些 定 前 者 的 白 由 特性 ,或 不 如 说 ,使 其 得 到 

自由 。 特 别 是 由 于 将 人 的 内 在 捧 界 划 归 上 帝 的 镇 业 ， 使 它 具 

有 了 神圣 意 愉 。 为 上 帝 守 件 这 个 内 在 世界 的 独立 〈 即 自由 )， 

构成 基督 徒 人 格 尊 严 的 基础 。L1 对 上 帝 的 责任 感 和 散 生 感 ， 

对 地 狱 之 火 的 束 惯 ， 交 持 着 他 们 对 目 和 让 的 扎 求 和 男 守 。 子 钙 

教导 他 们 说 :那些 只 能 消灭 你 的 肉体 但 不 能 遇 灭 你 的 灵魂 的 

人 ,无需 怕 他 ; 那 位 能 够 将 你 的 岗 体 和 灵 吏 都 打 信 地狱 的 , 你 

才 该 惧怕 。” 的 内 在 地 界 独 立 的 意识 使 基 上 营 徒 不 可 能 再 在 宗 

教 事务 上 接受 政治 社会 的 权威 ， 精 神 和 道德 生活 应 该 脱离 政 

治 权 感 而 独立 的 倍 念 使 他 们 在 头 三 个 庆 纪 里 与 轰 节 帝国 的 世 

俗 权 威 改 生 了 严重 冲 罕 。 这 个 冲 窗 在 思想 史上 具有 划时代 的 

意义 , 它 是 新 的 和 良心 自由 原由 内 在 精神 世界 不 受 世 惟 国家 干 

预 原 则 与 传统 社会 秩序 的 冲 窦 。 而 君 士 志 丁 的 "米兰 救 令 " 虽 

慰 志 着 世俗 政府 对 这 原则 的 让 此 或 水 认 。] 

曾 尔 嘉 耶 夫 措 出 :“ 人 的 个 性 自由 不 能 由 社会 峡 子 ， 惑 

其 根源 和 特征 而 言 也 不 可 能 依 顿 于 社会 ， 它 是 属于 作为 精 

神 性 生 狗 的 人 的 。… 和 全 人 的 不 可 剥 告 的 规定 着 社会 权力 在 

人 大 身 上 息 作 用 的 界限 的 权利 ,不 是 由 自然 界 瑞 定 的 , 而 是 由 

精神 决定 的 - "而 基督 教 就 发 现 和 肯定 了 人 的 这 称 精 神 性 至 

[1] 扎 杖 于 此 榴 租 求 与 超越 让 区 境界 航 月 由 有 普 丰 加 的 和 精神 力量 和 情 蕊 亲 席 .， 比 师 

在 罗 马 伟 学 家 乌 尔 比 实 那里 基 灼 夭 试 大 的 自 的 平等 ， 但 认为 可 以 背 自 苗 的 

币 : 即 户 愿 放 弈 月 贞 。- 内 此 可 见 寻 从 自 由 是 刀 的 并 限 和 辽 映 性 . 而 基 叔 教 网 寺 贞 

了 这 种 可 能 的 通路 :人 为 二 帝 的 造物 .是 上 帝 的 形 铸 ,他 上 权 让 踊 目 己 的 肯 出 。 

性 的 内 在 精神 世界 上 能 来 南 给 上 帝 ,于 能 撮 从 二 仔 何 人 人间 权威 - 

[2] 《圣经 ， 蕊 本 福音 ?, 第 世 章 第 如 节 。 

[3] 较 他 宜 布 * 唯 下 基督 二 和 所 有 其 他 上 和 白 由 位 奉 作 何 所 襄 且 的 宗教 "得 个 大 有 按 

和 白 己 的 方式 同 套 上帝 的 自 贞 "。 (ecay Batieneon， ed ，ocumaeRps Ge hresHign 

和 Brea Fi ，) 



素 。 他 说 :* 如 果 没 有 上 帝 ,没有 高 中 于 世界 之 上 的 真理 ,那么 

人 就 整个 地 服从 于 必然 性 和 自然 界 ， 服 从 于 宁 宙 或 社会 、 

家 , 人 的 自由 在 于 , 除 恺 撒 王 国外 还 存在 着 精神 上 国 。 上 帝 的 

存在 在 人 身上 的 精神 的 存在 中 体 替 出 来 。……. 可 以 说 ， 上 帝 

的 存在 是 人 的 自由 的 特许 状 ， 是 在 人 为 委 取 自由 而 与 自然 界 

秋 社 会 的 斗争 中 对 人 的 内 在 辩护 。-……. 精神 王国 和 恺 撒 王 国 

之 癌 的 二 元 论 ,是 对 人 的 自由 的 完全 必要 的 确认 。*[ 

别 尔 嘉 耶 夫 是 一 个 基督 教 的 存在 主义 性 ， 他 不 是 从 政治 

学 而 是 从 耕 学 上 定义 * 恺 撒 干 国 ” 和 “精神 王国 ”之 问 二 元 论 

的 ,在 他 那里 ,前 者 包含 权力 、 国 家 .必然性 .现世 等 与 人 的 内 

在 精神 相对 待 的 整个 客体 化 世界 。 他 认为 恺 撤 王 国 与 精神 王 

国之 间 的 矛盾 关系 比 神 权 与 世俗 权力 在 中 此 纪 的 对 立 要 深刻 

得 多 。 根 据 别 尔 嘉 耶 夫 ， 似 乎 没有 基 冰 教 就 不 会 有 人 类 的 自 

由 ， 这 里 反 驴 了 他 的 衬 狭 的 基督 教 立 场 。 介 如果 把 他 的 说 法 

作 一 个 根 制 , 我 们 可 以 肯定 , 从 历史 上 看 ,西方 人 的 自由 最 早 

主要 是 由 于 基督 教 的 影响 才 出 现 的 ， 它 的 原 娩 形 式 是 人 的 内 

在 世界 的 自由 . 即 人 的 精神 生活 的 自主 性 和 独立 性 .是 人 的 有 自 
心身 由。 

无 疑 ,这 里 的 自由 只 是 内 在 的 自 册 ,没有 直接 的 社会 法 律 

将 这 。 代 田 的 训 诬 在 承认 人 的 内 在 自 直 的 同时 ， 也 肯定 了 人 

的 外 在 奴役 。[3] 他 的 思想 是 双 刃 剑 , 既 可 以 用 来 缓解 奴隶 制 

[1 3.A., 别 尔 嘉 了 于 去 以 划 宰 王国 与 怕 刍 王国 》 ,第 34.2L -22 奥 ， 

[2] 阿 克 上 顿 指 出 :良知 是 自由 的 一 个 基石 , 执 此 ,党 教 也 是 记 下 的 一 个 奉 fTo 正 

是 通过 良 钴 的 作用 二 使 得 宗教 服 务 于 自由 的 事业 -入 阿 克 申 永和 目 用 与 梳 骨 让. 

第 4327 页 。) 

[31 宣 香 卡 认 为 ， 级 隶 状 态 是 所 有 人 痛恨 的 和 崔 以 可 有 亚 的 ,这 一 点 他 超过 了 保 

罗 。 如 果 说 人 习 罗 的 坊 久 对 这 -制度 的 未 来 产生 了 更 友 影 响 , 旦 因 为 他 的 这 断 

统治 了 部 会 的 思想 和 和 实 趴 趋向， 而 塞 泽 卡 表达 的 只 基 个 别 有 教 养 大 土 的 感 

受 , 答 有 由 蛆 加 化 的 共同 判断 所 强制 推行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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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严 酯 ,并 推 友 对 奴 求 制 的 康 除 ,也 可 以 为 奴 事 制 的 延续 提供 

合法 性 。 它 的 实际 作用 取 次 于 历史 的 发 展 和 社会 实际 状 狗 。 

我 认为 ， 对 外 在 妈 役 的 接受 并 不 能 否定 内 在 自由 的 真实 

性 ,毕竟 大 有 -个 上 内 在 的 精神 世界 , 亡 可 以 脱离 外 在 上 直 界 而 得 

到 独立 。 1 内 在 的 月 由 只 基 完 整 的 自 出 的 :部 分 ,但 这 却 是 

至 六 重要 的 一 部 分 ， 也 是 完整 月 由 和 祥 以 撒 或 的 基点 。 在 普遍 

胃 役 的 世界 里 ,或 外 在 的 妈 役 不 可 避免 的 世界 里 ,内 在 地界 最 

初 构筑 起 抵御 权力 的 供 翁 ， 特 别 是 外 部 三 四 秩序 中 寿 者 利 匹 

上 妨 者 的 星 护 所 。 在 这 个 保 音 里 ,养育 了 人 的 最 初 的 自尊 , 岂 保 

贸 了 信 的 最 后 一 点 自尊 。 大 的 自由 的 感受 和 向 求 就 是 在 这 里 

形成 ,并 终 将 冲 出 餐 垒 ,扩展 其 簧 域 , 达 至 人 的 整个 领域 ,上 升 

为 最 向 形式 的 月 由 ， 即 政治 和 法 律 意 关 上 的 白 由 ,， 比 较 文 化 

等 的 研 罕 告 诉 我 们 ， 没 有 对 内 在 自由 的 左 认 和 对 煞 极 日 标 追 

求 的 文化 ,也 许 能 产生 对 和 白 由 微弱 暧昧 的 向往 ,但 不 会 产生 对 

和 片 由 的 强烈 能 求 。 

但 这 里 的 问题 是 ， 基 督 教 是 从 指 仅 秩序 中 为 们 第 争取 内 

在 和 白 由 ,并 将 人 的 内 在 世 措 交 给 了 上 帝 ,而 教会 又 在 旧 间 代行 

上 硝 的 权力 。 姑 果 ， 大 的 内 在 地 界 就 捧 世 俗 社 会 和 国家 手 时 

转交 到 另 个 世 半 组 织 教 会 手 星 。 教 会 被 称 为 信 徙 的 “ 挪 亚 

方舟" .教父 桔 善 里 安 (Cybrian) 称 :下 论 吓 谁 和 无 论 他 呼 和 什么 

梓 的 人 ,有 只 蔷 他 不 在 基督 的 载 会 旦 ,他 就 不 旦 基督 徒 。”021 教 

会 负 上 直人 的 精神 生活 ， 人 掌管 信徒 的 来 岂 命 运 。 特 别 是 林 革 叔 

教 成 为 国教 后 ， 它 能 够 运用 国家 的 权力 对 信 徙 的 精神 世界 实 

行 强制 。 教 会 以 精神 自由 的 名 六 回 直 愉 国 家 争取 的 自由 是 

Li 只 伐 把 人 的 "内 在 的 生存 " 埋 为 “ 树 成 大 最 可 胡 的 本 邱 的 末 两" ,1 焉 麻 : 纵 笃 : 

帮 论 国家 的 作 帮 ?第 27 页 ，) 

[21 Sre Tester [Tield JR 玫 Sert7， 瑟 omumaon an Top Son 人 是 帮 esierrr 

Peisiead epzngef gm 66) pp.31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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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教会 自由 ”， 而 不 是 信徒 的 个 大 上 自由 .教会 在 它 的 权力 范围 

内 对 信徒 的 内 在 世界 实行 着 最 严厉 和 最 严密 的 控制 , 01 这 

任何 一 个 世俗 国家 都 相形 见 约 。!21 这 样 一 来 ,基督 教 伯伯 

为 信徒 划 出 的 由 在 世界 就 被 教会 搬 去 了 。 所 以 ， 基 督 徒 并 没 

有 得 到 ”内 在 自由 "”. 他 们 的 所 冰 “ 内 在 日 由 ”只 是 相对 世俗 国 

家 而 言 。 教 依从 世俗 权力 那里 争取 自由 ， 为 的 蚌 将 世俗 权力 

从 这 个 领域 里 更 逐 出 去 ,由 教会 墓 断 对 教 徙 的 精神 控制 权 ,从 

而 窒息 信徒 的 自由 。 如 有 大 批评 的 那样 ， 天 主教 徒 争 取 的 上 自 

由 ,是 为 了 使 他 们 能 钱 听 从教 旺 。 

襄 环 16 世纪 有 淋 载 改革 后 , 载 会 控制 人 的 和 畏 神 生 泊 的 权 方 

被 香 定 ， 人 的 内 在 自由 才 真 正 实 现 。 路 德 曾 担 出 - :个 著名 命 

题 :“ 基 上 暂 徒 是 全 然 白 由 的 估 人 之 主 , 不 受 尾 何人 管辖 。 基 督 

徒 是 全 然 顺 服 的 众人 之 仆 , 受 任何 人 的 管辖 .” [1 这样, 他 战 

把 内 三 世 乔 导 外 在 世 穿 ， 肉 部 居心 的 日 让 和 外 融 行 为 的 服从 

鲜 昌 地 对 立 起 来 。 通 过 刊 年 教会 所 有 强制 性 权力 ， 路 德 使 也 

俗 国 家 接管 了 采 教 生 洗 的 外 在 方面 :任免 款 会 职位 .管理 拓 教 

生活 .管理 和 处 置 教会 财产 等 ,直到 最 后 从 宗教 政 革 中 产生 了 

“ 孝 随 国定 ”的 原则 。 但 此 德 将 良心 领域 留 给 了 个 人 , 每 个 人 

基 身 己 的 厌 主 ,自己 的 祭司 。 在 这 个 领域 ,教会 和 世俗 统治 者 

的 权 方 多 不 能 进入 。 路 德 慨 力 一 凋 基 督 徒 对 址 俗 下 权 的 最 从 

[1 教会 代表 上 毅 对 信 夸 的 情 仙 和 道 守 进 行 监督 指导 , 异端 是 判 所 握 有 本 仅 判 断 利 

艇 罚 人 的 行为 . 击 凡 判断 和 手刹 人 的 春 国 的 特 拉 。 让 斯 当 播 述 晋 主 丰 沿 时 说 .让 

能 各 -- 直 迫 查 到 上 们 丽 想 的 “最 隆 秘 的 栖身 之 处 "， 这 在 中 世 邢 下 是 王 豪 更 为 ， 

而 旦 增 会 所 为 。 

[3] 1.J, 法 贰 在 论述 西 让 旧 出 人情 纹 时 指出 :在 西方 上 所 史 的 六 部 分 时 期 ,正统 载 会 拉 

带 者 为 革职 自由 而 汁 节 。 相 反 , 它 迫 青 夕 太 人 . 绰 攻 社 . 异 闪 分 于 . 持 克 议 击 , 基 

本 上 , 只 要 阐 上 四 力 , 它 就 埋 定 良 它 秆 出 、 衣 党 各 出 片 出 . 打 市 非 正 统 的 科学 

理论 和 已 想 解 舟 的 乒 寺 和。 Herher 了 Muller Pre in 人 he 可 eriernd 儿 orl Per 

请 P Er de 避 届 F ae fF Permmnerary,P-5 1 

[3] 《路 钉 选 生 J 上 1 , 秦 庆 葵 、 源 酒 详 ,基督 孝 详 艺 当 版 持 .1968 年 ,第 352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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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 务 ,即使 面 对 统 治 者 不 度 艇 相 污 神 的 行 尺 , 包 民 虽然 币 有 区 

务 服 人 从， 但 也 不 能 进行 积极 的 反抗 。 内 心 即 使 不 玩 成 ， 不 服 

从 ， 和 但 也 不 应 该 有 外 部 的 反抗 举 珊 。 路 德 以 这 畔 的 方式 统 -- 

了 自由 与 服 从 :外 表 上 服 共 ,得 内 心里 绝 不 认同 ;内心 蜡 虽然 

不 认 疝 ， 但 外 表 上 却 必 须 服 从 。 路 德 为 两 个 世界 划 出 了 明晰 

的 界 眼 。 这 样 ,他 通过 将 外 部 行为 领域 区 给 世 检 统 治 者 ,从 而 

为 信徒 色 留 了 内 在 世界 的 自由 。 这 个 内 在 世界 的 自由 是 合法 

的 .会 开 的 , 是 统治 者 也 应 该 容 腊 的, 它 并 不 基 道 德 的 全 羡 和 

机 会 志 艾 。 信 路 德 想 不 到 的 是 ， 这 个 让 赋 子 完 全 自由 的 内 在 

世界 一 旦 形成 ,就 不 能 容 妨 外 部 权 万 的 任性 专横 , 它 必 然 会 帘 

破 路 德 为 它 所 设置 的 界限 , 与 外 部 权力 发 生计 帘 。5 从 宗教 

改革 到 英国 清教徒 的 革命 ,这 种 冲 窦 无 止 无 体 ， 事实 .上 , 正 是 

在 这 种 肉 在 自由 与 外 部 权力 的 冲 窒 中 ,酝酿 了 上 自由 主义 对 政 

治 目 由 的 诉求 。 

4 世俗 等 级 秩序 下 上 帝 选 民 的 平等 

自负 主义 对 杜 会 政治 领域 特别 是 经 济 领域 的 平等 并 不 热 

心 ， 有 的 自由 主义 者 对 社会 发 展 的 平等 化 趋 问 还 怀 着 串 惯 心 

理 ,但 对 精神 平等 .人 格 平 等 以 及 由 此 而 派生 的 人 的 基本 政治 

法 律 权 利平 等 的 坚持 ， 却 是 自由 主义 的 重要 内 浮 之 --*。 直 让 

主义 抽 去 大 的 所 有 具体 差别 , 把 人 还 原 为 一 般 的 .抽象 的 人 ， 

芭 把 人 仅仅 作为 人 来 看 待 , 认 为 人 尽管 在 种 族 .阶级 .等 级 、 虱 

别 .信和 刷 、 能 力 等 方面 存在 着 差 班 , 但 作为 人 , 他 们 是 平等 的 ， 

[1] 事实 上 ,了 路 德 白 己 和 他 的 这 随 者 后 来 都 殴 国 对 积 机 友 抗 的 头 认 , 疝 原 来 人 这 随 路 德 

的 吉尔 交 受 其 追随 者 更 进一步 发 展 了 筑 梳 所 护理 论 - 有 关内 容 春 见 导 红 - 斯 

金 纳 广 现代 政 消 思想 的 基础? ,第 三 坑 第 七 齐 。 



平等 地 享有 某 些 基 检 权利 。 这 种 平等 思想 的 重要 源泉 是 基 营 

教 关于 选民 在 上 帝 面 前 平等 的 思想 。 

在 西方 ， 精 神 平 等 和 人 格 平 等 观念 最 早 是 由 斯 多 葛 派 明 

确 曾 述 的 。 城 寿 时 戏 的 社会 结 梅 严格 区 分 本 冯 人 和 外 邦人 、 

自由 人 和 奴隶 、 公 民 与 无 公民 权 的 自由 人 .贵族 和 平民 等 各 种 

身份 。 平 等 仅 存 在 于 同一 身份 内 部 .主要 是 自由 公民 内 部 。 那 

个 时 伐 西 方 主 会 的 特征 在 于 ， 各 种 身份 集团 闻 的 界限 铺 晰 、 

爸 栈 ， 并 且 榨 外 强调 不 同 身 份 的 人 内 在 精 砷 特征 上 的 不 平 

等 。[01 关于 身份 的 偏见 在 那个 时 代 根 这 蒂 因 , 平等 的 思想 只 

是 背离 主流 传统 的 微弱 呼声 。13 

到 城邦 解体 后 的 世界 帝国 时 代 ， 在 地 中 海 特有 的 地 理 

和 文化 环境 中 ,不 同 民 族 开 始 了 大 规模 和 深层 哆 的 交流 融 

合 , 种族 之 向 和 各 种 身份 团体 之 间 的 界限 开始 被 打破 , 兽 独 

享 特权 的 城邦 公民 识 沥 没 或 稀释 于 多 民族 帝国 的 臣民 当 

中 。 在 这 种 条 件 下 ,斯 多 葛 派 开始 从 新 的 角度 来 审视 人 。 它 

一 方面 罕 破 城邦 的 效 隘 跟 弄 ， 从 人 与 整个 人 类 和 字 宙 的 关 

系 中 来 定 祥 人 ,首次 把 人 视 为 一 个 普 志 扯 旬 的 类 。 强 调 人 人 站 

先是 人 类 整体 的 一 员 , 具有 共同 本 性 : 另 一 方面 , 它 罕 厂 社 

会 号 份 地 位 的 界限 , 电 人 的 精神 特征 戎 定 大 的 价值 。 从 人 都 

有 理性 和 向 善 的 能 力 等 精神 厌 质 上 ， 发 现 了 人 类 的 同 质 性 

和 精神 价值 的 平等 。f3] 

[1] 控 亚 里 土 圭 德 的 理 杉 ,如 未 与 自由 人 的 区 分 是 本 性 使 加 。 有 的 人 在 本 性 工 就 是 如 

素 , 有 的 人 在 本 考 上 就 旦 自由 大。 加 素 与 主人 的 区 苍 完 全 是 符 音 白 状 的 。!{ 硕 网 

亚 星 十 密 初 :政治 学 ,第 13 一切 页 。) 

[2 让 种 向 验 的 呼声 订 机 是 由 部 分 和 鸯 者 表达 的 -在 一些 智者 概 引 自 然 为 彬 据 ,论证 了 

党 平 等 思想 。 亚 里 十 过 乔 就 曾 提 到 过 :有 的 人 这 为 " 主 奴 关 藉 违反 自然 。 在 他 

们 看 来 . 主 大 和 妈 末 生来 没有 着 异 , 两 者 的 分 别 是 由 律 他 或 众 合 制定 的 志 晓 甘 

系 络 于 强 极 ,这 生生 人 台 正 的 。 “( 亚 里 士 事 灿 :政和 褒 学 :了 ,第 10 一 11 瑞 。 ) 

【3] 。 瑟 ce ecroy 了 ee Taws .5 7 避 .Leab 人 aseical bary ， 

其 1 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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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 多 葛 浇 的 思想 标志 着 西方 思想 忠 上 人 的 观念 的 一 个 重 

碍 变革 ， 它 超越 了 城 摆 时 代 政 治 哲 学 在 不 同 届 份 的 人 之 间 设 

立 的 坚 深 界 眼 ， 开 始 以 一 种 普 涡 平等 没有 要 本 差别 的 眠 光 来 

香 香 所 有 的 人 人 。 政 入 思想 末 专 家 上。A. 未 莱 尔 把 亚 开 士 多 德 作 

为 城邦 时 代 身 份 .等 级 和 神族 铀 见 的 代表 .他 说 :就 政治 理论 

的 整体 性 变革 而 言 ， 任 何 变化 都 不 像 从 亚 里 [多 德 的 学 说 到 

西 诸 购 和 和 敬 刘 卡 押 代表 的 哲学 观念 的 转变 那样 赛 出 。 “11 

基督 教 将 斯 多 葛 庆 的 平等 思想 拷 过 神学 的 改造 后 纲 人 上 自 

己 的 政治 哲学 体系 并 为 其 注 人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精神 力量 在 斯 

多 葛 派 那里 ， 强 凋 的 是 人 的 理 任 能 方 和 道德 素质 【和 疝 善 的 济 

质 ) 的 平等 ,到 基督 教 这 里 ,转换 成 了 丰 上 帝 面 前 的 平等 ,作为 

上 帝 选 虹 的 平等 。 由 于 早期 基督 教 属 丁 各 种 阴 势 群 体 的 宁 

教 , 所 以 对 平等 的 要 求 就 表现 得 格外 强烈 。 

在 于 稣 的 道德 训 诚 中 , 首 昌 的 是 爱 上 上 帝 , 服 以 上 帝 ; 其 殊 

便 是 爱 邻 人 ,. 爱人 如 已 。[I21 上帝 是 父亲 而 邻 人 是 兄弟 的 博爱 

思想 表册 . 茜 督 教 将 所 有 的 人 视 为 “上帝 的 几 子 ” ,相互 平等 。 

这 样 , 通 主 对 上 帝 的 伟 仙 而 提升 了 大 的 存在 ,使 人 获得 新 的 精 

樟 生 人命， 从 而 将 人 从 动物 中 超 拔 出 来 ， 裴 得 平等 的 价值 和 尊 

严 。 人 们 甸 经 争论 .福音 书 是 普 竹 主义 (tuniversalism 的 还 是 特 

跌 主 义 (partieularismy 的 ,但 多 数 人 都 重 认 , 硒 稣 的 教导 至 少 世 

舍 着 普 拓 主 区 的 蝴 芽 ， 它 后 来 在 教会 中 点 饮 对 芋 导 地 人 世 。 031 

有 计 据 表明 , 耶稣 多 尔 明 确 地 提出 过 “上帝 普 世 性 父 爱 ”的 思 

想 。 在 上 种 眼 里 , 狐 太 人 和 外 孝 人 的 区 分 既 非 本 质 性 的 , 亦 无 

永恒 意 头 。 他 警告 犹太 人 说 其 东 从 西 ,将 有 许 密 人 来 ,在 天 

[111 Carlyle :4 有 pory 人 fen Po Jeprr wulIP.8. 

[2 对 此 保 畦 解 帮 说 . 蛋 的 所 在 斌 市 的 莫 中 精 挤 , 就 是 " 源 人 出 改革 纤 最 二 

书 #, 第 装 章 第 中 节 .、} 

【3] arlyle 六 用 BIO 二 有 demuatl yatral 了 eaorm wwnT PS4- 



国 里 与 亚 人 拉 军 .以 撒 、 雅 各 ,一 同人 又 席 , 惟 有 本 国 的 子 民 , 竟 

被 赶 到 外 和 边 黑 暗 里 去 - “0 

在 使 证 的 传道 中 ， 人 类 在 本 质 土 和 内 在 的 半 等 思 组 得 到 

进 一 砂 曾 败 。 

让 称 为 基督教 第 二 葛 基 人 "的 保 轴 在 将 基 叔 教 由 民族 宗 

教 变 为 普 世 宗教 方面 做 出 了 关键 件 的 贡献 。 他 抛弃 了 只 有 犹 

太 人 才 是 上 于 项 选民 的 观念 ， 从 而 使 基督 教 赵 越 了 氏族 的 狭 赠 

挤 限 。 在 化 那里 , 基督 徒 椒 分 民族 、 等 级 和 阶级 , 都 由 于 信件 

基督 而 形成 - :个 亲 如 一 家 的 整体 , 相互 平等 。 保 罗 说 :“ 我 们 
人 不拘 基 狐 太 人 , 呈 希 利 尼 人 ,是 为 如 的 ,是 自主 的 , 郝 从 一 位 圣 

赦 受 洗 , 成 了 一 个 身体 , 饮 于 一 位 圣灵 。” 于 是 . 大 家 同根 同 

体 , 乳 息 相关 ，“ 若 一 个 靶 体 受苦 ,所 有 的 肢体 就 一 冉 爱 贡 ; 若 

一 个 有 岐 居 得 茶 灶 ， 所 月 的 肢体 就 一 同 快乐 。 你 们 就 是 基督 的 

刁 子 ,并 且 各 自作 肢体 .“ 上 另 : -人 使 徒 彼得 也 说 : 神 是 不 偏 

符 人 ,原来 各 国 中 , 那 散 央 主 行 必 的 人 ,都 为 主 所 悦 纺 。"[3| 

保罗 特别 明 殉 地 否认 了 奶 隶 与 主人 的 区 分 在 上 帝 面 前 有 

任何 意义 。 他 像 斯 才 葛 派 一 样 ， 认 为 因 人 的 内 在 精神 素质 不 

同 . 到 人 过 较 高 等 级 的 生活 ,有 人 生活 在 低 沙 的 层 砍 上 , 世 这 

是 指 人 的 内 在 精神 生活 ， 它 和 奴隶 与 主人 的 区 分 无 美 。 他 还 

符 别 再 认 人 在 本 性 上 天 生 不 同 ,一 部 分 人 能 过 于 等 生活 .其 他 

大 则 只 能 过 下 等 生活 。141 他 认为 . 译 大 并 不 比 奴 隶 更 茉 近 上 

111 “至 么 - 马 皮 机 奔 ?, 第 从 丰 第 11 站. 第 12 闻 。 

[2] 苇 经， 醋 林 事前 书 ? .第 居 音 第 13 节 , 第 匠 一 27 节 ;其 矶 4 中 马 书 3. 第 前 查 第 12 

节 下 歌 轩 西 书 》. 常 丰 竟 第 19 节 。 

[3 芝 革 经 :使徒 行 忧 》 .第 匡 碍 第 34 3 闻 。 在 司徒 时 亿 , 感 盐 们 贞 役 的 ,主星 在 寺 

清和 从 犹太 上 与 其他 臣 旅 问 的 界 腿 ， 消 除 犹 本 人 自 认 为 于 帝 转 选 子 区 的 狭隘 氏 

藤 亿 拖 . 当 基 督 教 在 轴 号 帝国 内 广 汪 待 播 后 ,使徒 思 模 的 实 标 影 响 在 十 消 鲜 了 
则 世上 的 种 峡 贞 禄 。 下 世纪 林 则 新 航 骼 尝 现 后 ， 基 冰 教 的 凋 世 入 蛋 使 已 在 各 民 

族 中 上 还 忧 播 .成 为 真正 的 主 界 宗 孝 。 

[4] 圣经: 再 林 多 有 的 书 ?》 ,第 对 竟 第 13 节 这 可 赃 西 书 ?. 第 扯 提 第 11 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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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 。 保罗 没有 否认 如 隶 制 度 的 合法 性 ,但 他 认为 ,奴隶 县份 促 

与 天 的 外 在 特征 有 闫 ,与 人 的 道德 和 精神 特征 无 关 -“ 并 不 分 

为 主 的 ,为 如 的 ,在 基督 里 都 成 为 一 了 。“ 恒 所 有 的 人 都 有 国 

样 的 道德 和 精神 能 力 过 宗教 生活 ， 於 识 上 上帝 ， 成 为 上 和 的 于 

民 。 他 上告 诚 仆人 要 以 “ 句 怕 战 芍 ” 的 “诚实 心 ” 听从 肉身 的 主 

人 ,，“ 好 像 听 从 基督 -上 般 "; 鸭 告 主人 也 同样 善 符 目 己 的 奴仆 ， 

因为 主人 与 如 人体 有 同一 亿 主 人 在 天 土 。1 在 .上 和 面前 ,证 仆 

并 无 分 别 ; 在 与 土 帝 的 关系 中 ， 社 会 地 位 的 区 分 没有 意 闵 - 

“人 必 奴 仆 壹 召 于 主 的 ,就 是 主 所 释放 的 人 ; 作 上 自由 之 人 蒙 姑 的 ， 

就 是 基督 的 妈 仆 ”。 昌 1 

简 言 之 , 使 徒 书信 明确 地 表达 了 两 个 原则 :第 一 , 奴 录制 

并 非 不 人 台 法 ;第 二 , 奴隶 状况 只 涉及 人 的 外 在 方面 .不 存在 于 

人 的 道德 和 精神 生活 中 。 

到 教父 那里 ,特别 是 在 后 期 教父 那里 ,基督 教 素 朴 的 平等 

思想 得 到 进一步 理论 阑 述 。 

后 期 教父 充分 表述 了 人 的 内 在 的 和 原始 的 平等 本 性 的 思 

辑 , 惧 这 时 基督 教 已 成 为 安民 族 宗 教 ,所 以 他 们 已 林 再 关心 犹 

太 人 与 其 他 民族 的 关系 ， 他 们 的 讨论 几乎 都 是 围绕 效 隶 制 问 

题 展 开 的 。 

教父 中 有 头 问题 最 有 代表 性 的 音 论 是 的 安 布 洛斯 

(Amhbrosiaster} 的 一 段 话 。14 他 警告 主人 过 分 全 慢 ,忘记 了 上 帝 

[1] 中 世纪 主人 都 长 如 弄 时 , 带 先 理 诵 这 县 话 ,再 把 姬 荡 释 放 。 

[21 长 至 经 - 以 弗 所 下, 第 由 闽 第 于 -9 节 。 

t3] 世 圣 经 格林 过 前 书 ? ,第 胡 章 第 7 了 节 ; 第 22 节 。 

[41 点 mheueiaster 是 - -部 保罗 书信 十 麦 的 作者 .大约 妇 本 366 3984 年. 这 部 作品 通常 诡 

在 疾 布 匀 斯 的 著作 牛 ， 中 世 绍 的 大 析 依 它 是 雪 布 和 次 斯 角 必 由 也 有 大 斌 为 是 奥 十 

斯 上 作品 ,但 15 性 纪 的 民 拉 斯 广 首 座 担 出 质 旺 ， 从 此 该 俱 训 子 的 作者 称 汶 甸 宠 

布 阁 斯 。 当 代 学 者 对 该 部 他 文字 的 站 实 忻 者 有 有 许 区 猜想 。1See FrancisJ.Schasfer， 

Re 三 Icedio YL.] ,上 mhroajasteccy Rober 点 PPpieton Conhatyy1307.)} 



并 没有 区 分 奴 录 和 自由 人 ,所 有 的 人 都 是 自由 的 。 他 解释 说 ， 

奴隶 是 人 的 罪 的 续 果 。 在 上 这 面前 ,罪人 才 是 奴 束 。 他 告 诚 主 

人 必须 记 住 ,他 们 的 权力 仅 些 玉 内 性 ,不 得 及 灵 于 。 只 有 上 这 

才 基 如 开 的 主人 。 他 们 不 过 是 让 奴 束 那 里 得 到 服务 ， 妃 寻 与 

他 们 依然 是 平等 的 ,更 不 必 说 是 抑 了 了。1 

4a, 卡莱尔 概括 了 的 安 布 洛斯 在 这 里 表达 的 四 个 观点 :第 

一 .上帝 造 人 是 自由 的 ;第 - ,这 种 状况 在 基 种 意义 上 仿 持 续 

着 , 多 隶 状态 很 大 程度 上 取决 于 运气 , 昌 不 能 超出 人 的 肉 体 ; 

第 三 , 观 录 是 人 罪 的 结果 , 灵魂 的 妈 巢 才 是 真正 的 妈 求 , 轧 囊 

的 人 才 是 真正 的 奴隶 ;第 四 ,主人 对 待 妈 隶 必 须 宽容 。[ 这 就 

是 教父 们 关于 如 隶 制 思 想 的 要 点 。 

首先 他 们 肯定 的 有 是, 上 上 上帝 创造 人 是 平等 的 , 也 就 是 说 ,人 

的 本 性 和 始 官 状态 { 目 扼 状 态 j 是 平等 的 。 对 此 奥 古 斯 工 说 过 

一 段 非常 有 名 的 话 : 上 帝 按 自己 形象 创造 了 作为 理性 存在 物 

的 大 ,“ 不 是 要 他 们 作 同 类 的 主人 ， 而 是 作 无 理性 动物 的 主 

人 "”。 1 也 就 是 说 ,没有 人 在 上 这 赋予 的 本 性 上 人 的 雄 隶 或 

罪 的 妈 隶 。 大 格 里 而 利 志 认为 , 在 本 性 上 , 我 们 都 是 平等 的 ， 

自然 使 所 有 了 的 人 人 平等。 只 是 由 于 上 这 神秘 的 安排 ， 有 些 人 商 

帆 他 人 之 上 ,或 夺 居 于 他 人 之 下 。141 

司 徒 们 动 式 基 督 徒 服 从 奴隶 的 命运 主要 是 从 末世 论 的 角 

度 出 发 的 , 现实 世界 的 一 切 都 是 暂时 的 , 即将 过 去 的 , 基督 徒 

们 应 该 否 耐 。 在 后 期 教父 们 的 时 代 ， 基 督 教 已 经 与 罗马 帝 图 

合流 ,所 以 他 们 不 仅 承 认 或 认可 奴 录 制 , 还 为 其 存在 的 台 法 性 

作出 了 系统 论证 。 特 别 是 他 们 完善 了 奴隶 制 息 源 的 理论 ， 为 

[1 See Carlyle ,由 局 iiary 呈 ieeel Popieal 下 enry ,ol.Lp.113. 

[] Caryls ,4 Ritary 帮 肌 rolieaal Poliral 挫 eorr,wal.1.p 113 一 114， 

[3] 上 uguatine ,Re Caay rod RE .5,15. 

[4 See Carlyia 二 所 rioryr ordherel Potitieal 了 rory ,vol IPTid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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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继续 存在 提供 了 根据 。 在 他 们 看 来 ， 人 被 创造 时 虽然 是 下 

等 的 ,但 大 已 经 越过 了 初始 状态 。 他 曾 是 无 著 的 和 无 害 的 ,人世 

埋 岂 卫 阔 了 , 颁 向 于 攻击 和 禾 书 其 同伴 。 人 在 原 钉 状态 .不 而 

要 以 强制 性 纪律 去 约束 . 促 赴 向 善 , 皂 制 其 恶 的 和 欲望， 他 生 汽 

在 自由 中 ,处 于 平等 状态 ,因为 他 没有 澡 用 和 白 出 伤害 令 人 的 但 

癌 ,因此 他 也 不 需要 被 置 于 其 同伴 的 辖 制 之 下 ,以 防止 共犯 镑 

误 .但 是 出 于 堕落 (hall .人 离开 了 日 然 状 态 , 从 而 社会 可 俗 制 

麻 就 成 为 必要 。 如 求 下 是 罪 来 到 性 癌 的 结果 ,， 1 

所 以 ， 教 爹 们 是 从 量 落 教 浆 理论 出 发 来 建立 其 社会 理论 

的 。 在 他 们 邳 里 ,如 果 亚 当 没 有 犯 徘 ,就 不 需 时 和 来 制 。 介 办 

为 陈 落 将 非 带 到 批 界 ， 从 而 使 如 求 制 成 为 必要 。 氏 束 制 不 仅 

大 罪 的 结果 ， 还 是 对 罪 的 补救 。 它 可 以 矫正 或 控制 人 相 狂 的 

徘 的 倾向 。 奥 古 斯 丁 就 部 分 地 将 奴隶 视 为 罪 的 结 有 水 ， 部 分 地 

神 之 为 对 徘 的 补救 。 安 布 洛 斯 馆 认 为 所 有 有 和 非 之 人 都 是 非 

的 雁 隶 ”。 对 于 晴 落 的 人 来 说 ,成为 如 来 的 确 是 好 党 。 不 能 日 

治 的 人 最 好 对 于 和 贿 才 的 权 感 之 下 。 于是, 相 据 教 父 的 观 气 , 虹 

求 制 是 合法 的 ,所 以 他 们 不 断 敦 促 轿 隶 尽 服从 的 尽 务 。 人 2 

恒 是 , 邯 使 不 半 等 旦 合法 的 ,也 不 意 昧 着 平等 完全 消失 ， 

教父 们 坚持 ,不 平等 促 涉 及 肉体 ,不 洲 及 精神 和 有 灵魂。 安 布 诺 

斯 指出 ,在 精神 生活 方面 ,奴隶 可 能 优 寺 其 土 人 。 任何 生活 状 

况 都 不 能 妨碍 人 获 致 美德 。 和 肉体 呆 能 被 奴役 ， 但 精神 却 是 自 

由 的 。 上 正 是 罪 使 人 成 为 多 隶 ,无 徘 则 使 人 目 由 。1 

《新 约 ?》 和 教 们 的 平等 妃 想 在 中 世纪 得 到 进一步 的 发 挥 。 

[11 Srrihid ,wallLm- 1137. 

[21 在 362 秆 同 蛙 亚 (Cangreay 宗 喜 会 说 的 误 件 中 ,教会 证 责 岂 有 展 诺 敬之 名 教 咱 刀 

事 轻 视 主 上 大， 或 撒 辣 其 耶 劳 的 行 其 ，fSee farlyle ， 几 History 史 有 eeieeail Pofgce 

Teorr Yal.I,p.Tz21 1) 

13] See 和 b 记 可 Pp，115- 



中 世纪 早期 神学 家 继承 和 重复 着 教父 的 思想 。11110 直 

纪 一 舍 主 教 控 特 时 阿 斯 (Hatherius) 要 基督 徒 记 住 : 上 帝 合 上 所 

有 的 人 在 本 性 上 半 等 ,很 可 能 ,外 民 好 荆 他 的 芋 人 人。 那些 今 钦 

自己 暴 族 血统 的 人 应 该 记 作 ,我 们 都 有 -个 共 癌 的 来 源 , 宙 同 

样 质料 造成 。 在 基督 里 ,我 们 是 一 体 的 。 以 同样 的 价 得 屿 ,以 

同样 的 洗礼 再 生 - 把 自己 置 于 别人 之 上 从 而 厂 坏 兄 弟 统一 的 

大 ,其 正 否定 了 共同 的 亿 和 人 人 芍 救 驴 。 吕 1 

后世 纪 的 教会 法 学 家 也 将 人 类 的 原罪 视 为 砍 事 制度 的 

起 点 。. 他 们 认为 ,是 罪 而 非 自 然 合 人 有 克 素 和 上 自由 人 之 分 。 凤 

录制 是 人 类 始祖 犯 菲 的 线 果 和 对 罪 的 答 罚 ， 人 世 电 是 -种 补 

救 ,以 使 大 的 犯 非 倾向 香 到 抑制 -。 怒 素 制 的 鼻 正 且 的 ,是 条 虹 - 

人 的 罪 的 葵 望 和 犯 徘 激情 ,创造 出 谦 摆 和 无 非 的 品 愿 ， 众 而 

使 自然 法 在 其 中 得 以 实现 。 这 样 一 来 , 奴 永 制 虽然 南 肯 日 然 ， 

但 是 它 簿 促 是 人 们 应 访 子 以 妨 受 的 ,还 是 有 用 的 .131 不 过 ,他 

们 同样 素 认 人 在 上 表面 前 的 平等 。 添 尔 姆 效 的 图 水 下 德 

(Durehard of 克 orms)} 要 鞍 芝 徒 们 证 住 . 在 人 类 生活 状况 差 崭 的 

下 面 , 存 在 着 一 个 基本 事实 : 即 所 有 的 人 都 是 兄弟 . 国 为 他 由 ] 

都 是 一 个 父亲 即 上 帝 的 防 子 , 都 是 一 个 民 羔 即 教 会 的 扩 子 。 

所 以 他 们 应 该 仁 世 相 待 和 相 忆 人 笨 谅 。13] 中 世纪 的 教会 形 认 ， 

111 他 和 们 其 再 轿 人 类 本 性 天 辣 平 等 的 轩 想 号 进 灰 个 时 伐 产 同 的 和 法律 文件 中 。， 其 中 指 

出 . 怒 过 与 卡 大 是 兄弟 .他 六] 出 白 辐 一 个 笠 , 上 帝 : 有 辐 -个 侠 秦 . 即 挤 蔡 的 天 

公教 会 。[See Carvle ,由 有 istary of Nedietl Peiirical Tearr Vol:p 201, 1 

[2 Sce Taryle sd Hisrory oaietn Polirre 7heorr.vai- 攻 ,P.83- 

[3] 本 来 . 捷 教 会 法 学 家 的 理 这 ,与 自然 法 相 迟 的 制 诬 和 法 律 秀 是 址 人 音 法 的 利 玫 好 

的 。 吝 来 制度 [以 其 时 产 制度 ) 昌 然 违 背 自 可 法 ,但 却 得 到 他 们 的 肯定 和 辩护 . 拉 斐 

如 新 (8otinua 和 图 胡 录 的 斯 提 范 (Stephen ofTournai) 把 和 白头 读 分 为 一 三 分 , 大 中 

“ 盖 全 "1eommandey 和 “禁令 "1hbimhibitionej 是 不 可 改 这 的 ,但 "去 求 "Tdemonatratinng) 

邦 可 以 变通 。 为 了 项 直下 的 月 的 和 有 卓 标的 宣 现 ， 香 揪 法 可 能 在 形式 上 和 性 有 花草 

主 。、(1See 人 azlyie ,二 站 sforr 村 efieeadl Pouitirady 了 euryr wa.Ib.it3.} 

141 。 Seaibid. ,waol.,p.1IH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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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教会 这 个 无 形 的 精神 共同 体内 , 所 有 的 肌 玩 是 平 等 的 。111 

如 果 说 在 精神 价值 上 有 和 什么 等 级 的 话 , 它 承 认 的 是 与 世俗 社 

会 不 同 的 吨 … 种 等 级 划分 , 即 属 灵 的 教士 等 级 和 属 址 的 半 人 入 

徒 等 级 。 

页 斯 当 指 出 ,宗教 "是 一 切 币 压迫 者 在 任何 情 癌 下 的 神圣 

后 展 ,是 裳 青 的 无 训 者 和 被 践踏 的 蒜 者 的 最 后 希望 "。01 由 于 

基督 教 了 水 认 了 人 在 上 上帝 面前 的 平等 ， 尤 共 是 它 推 重 人 的 精神 

以 值 ,并 依 精 神 尺 度 酉 量 人 的 分 量 ,从 而 部 分 地 提升 了 在 宇 会 

上 各 种 处 于 不 利 境 地 的 人 的 地 位 ; 它 使 奴隶 和 其 他 地 位 齐 下 

的 人 在 精神 上 和 人 格 上 ,在 与 上 帝 的 关系 上 ,获得 了 平等 和 尊 

严 ， 作 为 他 和 们 在 世俗 生活 中 不 幸 与 苦难 的 补偿 : 131 它 通 过 对 

外 在 姐 役 与 内 在 平等 的 二 元 区 分 ， 友 认 社会 的 不 平等 只 与 人 

的 外 在 特征 有 关 ,不 涉及 人 的 内 在 精神 生活 。 这 样 一 来 ,不平 

等 的 社会 现实 只 是 在 与 理想 的 平等 状态 的 对 照 中 得 到 部 分 

的 .有 限 的 和 般 强 的 承认 ,同时 也 为 不 平等 的 现实 社会 秩序 的 

重 不 设 什 了 一 道 精神 的 防线 。 

诚然 ,基督教 并 非 -个 社会 改革 运动 - 41 它 并 不 桩 定 奴 

隶 制 度 的 合法 性 . 亡 把 奴隶 制度 解释 为 对 罪 的 惩罚 和 弥补 ， 

安慰 穷人 和 奴隶 服从 自己 的 命运 , 以 脐 愉 、 枣 而 为 美德 ,这 

[il 这 种 平等 以 稍 证 的 志 式 广 证 二 存在 子 基 督 载 的 宗教 们 下 和 其 他 宗 益 生活 中 ， 

它们 对 信和 宕 诺 移 默 化 的 影响 昆 巨 大 的 。 

121 页 斯 当 打 在 代入 的 自由 与 现代 人 的 自由 .第 187 眶 。 

13] 如 人 有 | 讨 邹 知 的 ,早期 基督 佳 主要 由 订 估 , 工 乒 . 旭 志 ,和 艺 占 .网 隶 等 社会 下 屋 人 

构成 .是 社会 弱势 革 体 的 尝 教 。 

[4] 早期 东 督 教 运动 第 当时 的 政府 和 民 杂 视 为 乱 有 此 铬 动机 。 琶 的 门 征 开始 被 称 

为 "基督 施 " 时 航 瞳 未 车 阮 种 看 法 。 近 丁 京 “hriatanoi" 的 词尾"anoa" 一 般 指 攻 治 党 

淫 的 虑 遇 , 某 一 谋求 自力 的 首 锁 的 追随 者 .1Christopher Rowe and Maleatm Sohoeld 

【eda ，j 了 ee 三 员 re FTnry Greg tt 下 ohnan Pofifzcoy zeougirp 653 性 陡 锋 和 

保 轩 都 断 热 否定 了 这 -点 。 他 们 坚 乏 ,他 们 所 和 诞 求 的 下 是 她 二 之 网 ,而 是 天 上 之 

国 , 昼 的 国 。 



种 理论 也 起 到 了 维护 并 丸 制度 的 作用 。 它 关 于 精神 平等 \、 人 

格 平 等 的 思想 主 和 要 局 限于 昼 学 领域 ， 在 当时 并 不 具有 直接 

的 政治 意义 。 基督 教 昼 学 索 其 注 的 是 人 的 来 世 僵 十 .对 改革 

现存 秩序 并 没有 表现 出 密 大 兴趣 ， 也 没有 提出 任何 有 价值 

的 改革 社会 的 主张 和 和 方案。 但 是 ,他 们 关于 天 国 秩序 的 观念 

会 潜移默化 地 影响 人 们 关于 世俗 秩序 的 观念 - 他 们 的 神学 

价值 观 读 透 到 社会 领域 ， 起 码 使 人 们 对 维护 现存 秩序 失去 

了 往 苷 的 虑 诚 与 热情 ， 有 的 出 于 这 种 价值 观 对 现 有 秩序 进 

行 改 革 。 所 以 , 它 影 响 了 罗马 法 向 人 道 主 义 和 平 千 化 方向 上 扬 

进行 的 改革 , 也 推动 了 中 刘 纪 封建 等 级 秩序 向 平等 化 方向 

的 演进 。11 

西方 学 者 一 般 都 承认 ,基督教 是 促 钝 古代 奴隶 制 壹 渐 训 

疡 的 请 多 因 素 之 一 。 有 证 据 表明 ， 基 督 教 的 影响 缓解 了 驱 隶 

制 的 残酷 性 。 基 督 教 还 通过 劲 到 主人 记 住 如 菏 是 其 和 弟兄， 应 

该 仁 枇 相 待 ， 推 动 保护 罗 录 的 立法 ， 以 及 实际 上 训 症 释放 奴 

束 ， 推 动 了 胡 隶 制 的 误 产 。 和 看 士 坦 丁 改 教 后 最 早 的 法 律 允 许 

在 教会 举行 释放 妇 素 的 仪式 ,在 后 来 的 址 纪 里 ,释放 奴 录 被 视 

为 虚 敬 的 行 为 ,有 益 于 释放 者 的 爱 魂 。b1 帮 录制 的 训 亡 ,标志 

着 人 类 在 向 平等 与 事 认 人 的 苯 严 的 方向 上 迈 出 了 极为 重要 的 

1 亲近 改 民主 的 出 现世 与 基督 救 的 平等 教 衬 有 关 - 在 田 马 国家 拟人 异 主 立 的 所 国 中 

感 长 起 来 的 教会 内 归 却 形 堵 了 相对 民主 的 铺 构 ,在 中 址 纪 ,一 些 耕 会 法 学 家 

教会 政 险 家 和 办 想 察 扔 引 轩 翅 生 的 一 铝 入 言 :“ 关 泪 大 家 的 事 痪 得 刘 大 灾 的 

局 意 " , 主 斐 昔 通 教 土 和 平 信徒 若 与 教 仍 官 册 ! 和 包括 教皇 ) 的 选举 和 市 定 教 朗 、 

孝公 法 等 重大 训 敌 .以 布 推动 了 郝 会 氏 去 的 产生 。 中 世纪 的 教会 虑 主 上 成 济世 

人 属国 次 台 译 的 先导 。 这 里 也 蛋 现 了 所 有 和 售 硅 一 律 平 等 的 信 辣 。 

[2] 直到 11 世 这 的 "教主 革 市 "后 .教会 第 -次 存 法 律 上 系统 半 权 了 它 在 如 录制 问题 

工 的 观点 。 它 采取 的 查 度 是 : 婚 妹 制 本 身 是 不 合法 的 ,基督 持 拥 右 -个 革 督 徒 作 

为 既 隶 哇 -项 哩 攻 .( 和 参见 再, 伯 汞 机 区 法 律 与 革 侠 ,第 391 页 ) 玫 会 理 认 在 历 中 

上 也有 另外 不 同 前 作用 ， 如 它 在 欧 训 人 [0 世纪 接 航 时 人 后 去 笑 好 歌 制 中 起 到 

了 推动 作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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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步 。 DT1 以 人 人 平等 的 依 侧 为 基础 的 普 世 主义 , 使 基督 教 形 

成 超越 种 族 性别 种 等 级 界限 的 兵 同 体 , 即 基督 教 上 国 成 基督 

教具 和 国 ， 基 督 教 的 三 你 传 播 并 最 终 成 为 世界 宗教 司 与 这 种 

普 世 主 立 有 英 。 在 中 世纪 严格 的 世俗 等 级 制度 下 .教会 成 为 

下 居 平 民 跻 身 社 会 上 居 的 主要 渠道 教会 所 宇 扬 的 平等 信介 

和 教会 内 部 信徒 们 相对 半 等 的 党 教 生 活 ， 不 断 销 鲁 着 世俗 的 

等 线 秩 序 ,推动 着 它 阿 平民 社会 方向 发 展 。 

加 本 文 的 主题 而 言 ， 趴 正章 要 的 不 是 基督 教 政 党 辣 学 对 

平等 的 吁 求 ， 而 是 这 种 对 精神 平等 的 叮 求 与 对 现世 西平 等 的 

承认 并 存 。 由 此 和 髓 次 凸显 了 精神 与 肉体 .外 在 与 内 在 .精神 秩 

序 与 进 俗 入 序 .此 岸 与 德 涯 的 分 讽 。 

和 保罗 禾 腓 力 门 书 》 记载， 保 曙 将 一 信和 逻 六 的 妈 求 送 还 

其 基督 徒 主人 腓 态 门 , 虽 然 这 位 奴隶 已 经 版 依 了 了 基督教 ,但 

是 保 堆 觉得 将 其 送 还 是 正当 的 ， 他 其 至 也 没劲 主人 释放 

他 。 但 是 ,他 医 求 上 大 不 要 把 他 侈 视 为 奴 求 , 尖 为 他 已 经 荆 

基督 徒 , 所 以 蔬 经 是 "二 有 于 的 兄弟 ". 他 要 腓 妨 1] 像 接纳 保 胃 

一 翌 接 纳 他 。 由 王 可 贞 ,一 方面 ,尽管 已 经 受洗 和 信教 .成 了 上 

帝 的 选民 , 世 仍 要 忍受 作 如 如 的 屈辱 ; 兄 一 方面 , 既然 已 经 

受洗 和 人 教 , 胞 了 上 送 的 选民 , 他 就 应 该 享有 基 种 尊严 ,应 该 

被 像 使 徒 一 样 的 对 待 ., 这 种 外 在 的 四 翌 和 内 在 的 晒 严 并 站， 

社会 号 份 的 不 半 等 与 人 格 的 平等 互 衬 ， 止 是 基督 教 半 状 轧 

想 的 特色 。 

LI 与 好 业 癌 题 相 根 的 还 有 妇女 问题 。 在 用 至 纾 ?中 ,对 上 的 平等 的 片 直 与 对 下 | 妖 

的 上 时 寓 并 存 ， 时 期 使 祛 种 数 伴 不 自 要 邮 接受 了 耿 个 时 代 对 妇 丰 的 请 邢 ， 这 一 

点 备 迪 当 伐 玄 幅 主 祥 考 的 证 病 ， 当 由 如 性 土 交 神学 察 称 之 为 人 半 经 ?的 名和 要 

市 竹 得 ", 或 “男性 地 手 车 才 至 经 IE 各 德 汞 :让 性 十 袍 神学 骸 灿 , 生 酒 

读书 ,新知 三 联 世 店 ,1995 年 ,第 再 .9 页 。) 以 五 以 这 枢 制 的 方式 转译 , 角 释 

和 宣讲 尺 半 纤 ， 



四 “ 另 一 世界 的 个 人 主 尺 ” 

根据 前 述 ， 基督 教 政治 振 学 通过 将 人 的 岗 蛋 与 灵魂 、 此 

岸 命 运 与 披 岸 命运 ,外 在 世界 与 内 在 世界 的 分 离 . 从 而 窗 出 了 

大 的 精神 价 伸 ,或 作为 精神 存在 物 的 价值 . 在 人 类 思想 中 上， 

入 的 尊 六 最 切 就 是 以 这 种 方式 获得 的 ， 个 人 价值 得 到 袁 扬 也 

县 以 此 为 基点 的 。 

基督 教 的 信 作 渡 育 善人 人 意识 的 成 长 ,独立 人 格 的 形 

成 。 从 这 点 上 说 , 它 也 在 服 化 着 自由 主义 精神 。 吉 典 自由 主 立 

的 精神 基础 是 个 人 主义 ， 它 典 子 个 人 的 权利 就 是 以 个 体 性 和 

排他 性 为 特征 的 - 上 . 卡 药 尔 曾 指 出 ,在 中 世纪 激烈 的 政教 首 

窒 下 面 ，“ 完 全 是 个 体 或 个 性 概念 的 发 展 , 而 这 是 六 代 进 界 所 

不 知道 的 。 ”上 卡 药 尔 是 在 谈 到 叙 什 权 立 争 时 代 的 “人 大 冲 

亮 " 时 放 这 硕 请 的 。 在 我 看 来 , 手 任 权 之 争 时 代 的 政教 冲 窦 不 

过 是 自 基 督 孝 产 生 以 来 精神 权力 与 世俗 权力 分 离 、 对 立 和 冲 

罕 发 展 的 登峰造极 的 表现 , 卡 革 尔 在 冲突 双方 争吵 . 哈 堪 . 厢 

凶 的 后 面 看 到 的 个 人 辣 识 的 觉醒 和 个 体 人 格 的 形成 ， 是 在 耶 

稣 传道 时 就 播 下 种 子 , 随 着 基督 教 的 发 展 传 播 而 了 扎 下 根基 ,并 

通过 与 世俗 权力 持续 的 克 氛 和 斗争 而 不 断 发 育成 长 的 。 

] 本 入 整体 的 人 

为 了 理解 基督 教 对 解放 个 人 的 资 献 ， 我 们 必须 从 个 人 与 

社会 共同 体 关 系 的 历史 省 进 说 起 。 

【11 Tarlyle ,由 甩 irtery 时 有 ee olieeeel Theory ,wal ， 四 .nm 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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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人头 是 一 种 社会 的 存世 物 ,必须 营 社 会 生活 ,必须 与 他 人 

结 成 某 种 关系 ， 某 种 社会 共同 体 。 伺 人 类 又 以 个 体 的 方式 存 

在 着 ,他 有 自己 的 感觉 .人 敬 望 .需要 及 其 满足 ,别人 无 法 替代 。 

个 人 与 社会 共同 体 既 有 归属 性 ,又 有 相 斥 性 ;人 上 易 有 合群 的 需 

要 ， 双 有 独立 的 敌 要 。 这 就 形成 了 个 人 与 共同 体 之 间 关系 的 

性 论 。 人 类 -: - 直 在 岂 考 对 这 个 悖 论 的 解决 方案 。 早 期 自由 主 

必 以 社会 历 约 理论 为 基础 ， 社 会 契约 论 就 是 试图 解决 这 一 悖 

论 的 理论 模型 之 -一 ， 而 自由 主义 政治 铬 学 使 是 依 这 种 理论 模 

型 提出 的 一 种 解决 方案 . 

个 人 与 社会 共同 体 之 间 关 系 的 演进 , 其 原动力 是 个 人 的 

成 长。 包括 个 人 能 力 的 增长 和 个 人 独立 性 的 增长 。 一 般 说 来 ， 

个 人 能 力 的 增长 促进 个 人 独立 性 的 提高 ， 由 此 改变 疮 个 大 与 

狄 网 蛋 的 关系 。 当 然 ， 个 人 独立 性 的 增长 还 受 其 他 -- 些 因素 

的 影 吓 , 如 宗教 ,文化 和 民族 f 和 种族/ 性 梅 等 。 而 在 新 的 个 人 与 

整体 关系 的 基础 上 建构 的 社会 共同 体 ， 又 成 为 个 人 进一步 成 

长 的 播 篮 。 有 黄历 虫 发 展 的 一 般 进 程 姓 ， 随 着 个 人 与 社会 整体 

关系 的 深化 ,个 人 珀 渐 从 整体 联系 的 脐带 中 挣脱 出 米 , 取 得 - 

定 的 独立 人 恪 、 独 立地 位 .具有 较 强 的 外 我 意识 和 和 欲求 。 近 代 

自由 主义 所 反 贞 的 是 这 样 的 历史 现实 :个 人 已 经 获得 独立 、 自 

由 和 笠 等 的 地 舍 , 他 们 完全 挣脱 了 自然 联系 的 脐带 ,建立 了 以 

贺 约 关系 为 基础 的 新 的 社会 共同 体 - 

可 以 旗 , 自 有 人 类 始 , 就 有 了 人 类 的 自我 意识 。 每 个 人 都 

是 一 个 个 悼 的 存在 ,是 欲望 ,要 求 、 痛苦、 快乐 等 感觉 的 综合 主 

迟 。 这 就 决定 了 个 人 具有 与 他 人 和 刺 体 相 区 分 的 和 益 和 要 

求 。 然 而 在 人 类 社会 发 展 的 早期 防 段 ， 在 氏族 社会 和 城邦 社 

会 里 , 个 人 是 某 种 社会 团体 一 一 色 族 、 部 落 、 家 族 、 城 邦 ! 公 民 

团体 ) 一 一 的 成 员 , 是 其 中 有 机 的 不 可 分 割 的 组 成 部 分 , 其 独 

立意 识 和 能 力 非常 之 且 。“ 单 全 的 全 成 为 一 定 的 狭隘 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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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 的 附属 物 。 ”实际 上 .他 上 几乎 完全 融 才 整体 之 中 ,个 人 的 

利益 和 要求 被 整体 的 需要 所 吸收 和 否 没 。 它 们 曲折 地 以 束 悖 

的 利益 和 要 求 的 形式 表现 出 来 。121 这 个 整 停 起 初 是 冢 族 、 反 

族 .部 落 .种 族 等 ,它们 以 人身 缘 关系 为 纽带 , 同 :共同 体 成 员 被 

视 为 一 个 家 族 的 成 员 . 相互 不 分 征 此 ， 甚 至 个 人 的 生命 也 不 

以 出 生 到 死亡 为 陆 。031 而 后 是 城邦 及 城邦 中 的 等 级 团 体 。 这 

种 共同 体 虽 然 不 再 是 纯粹 的 自 稍 共同 体 ， 但 它 去 氏族 时 代 不 

过 ， 氏 族 时 代 的 共同 体 观 伪 仍 影响 着 人 们 对 新 的 共同 体 的 认 

误 。 信 们 把 这 种 共同 悼 视 为 一 个 统一 的 大 格 ， 一 个 有 机 的 整 

体 ,或 虚拟 的 血缘 共同 悼 。 团 体内 所 有 的 人 因为 共 同 的 祖先 、 

家 神 或 部 落 神 、 图 腾 以 及 共同 的 紧密 生 河 而 联系 在 一 起 。 个 

大 的 价值 在 于 融和 人 整体 并 为 整体 斥 目 已 的 六 务 。 古 典 时 代 史 

学 家 普 鲁 塔 克 在 描绘 斯 巴 达 城邦 中 个 人 与 城 孝 关 系 时 说 ， 革 

库 记 将 自己 的 同胞 训练 成 妍 没有 独立 生活 的 愿望 ， 也 缺乏 狸 

立 生 活 能 力 的 人 , 倒 像 是 一 妊 密 几 . 攻 称 不 懂 地 使 日 己 成 为 整 

个 社会 不 可 甬 消 的 一 部 分 。…… 将 目 身 的 一 切 皆 隶属 于 国 

家 。”[4] 

个 人 与 社会 整体 的 紧密 相依 和 完全 融 为 一 址 ， 合 个 人 不 

能 离开 整 迟 而 生存 。 人 不 是 他 昌 己 ,而 基 共 同体 的 成 员 。 他 只 

是 作为 共同 体 的 一 部 分 而 存在 ， 没 有 独立 的 价值 。 就 如 人 的 

耻 蛋 器官 离开 人 人 以便 失去 其 价值 一样 ， 那 个 时 代 的 人 也 不 能 

[1 马克 思 : 民 五 治 缀 济 学 批判 导 寺 ? . 赤 4 巧 克 因 因 格 斯 选 摔 .第 二 郑 , 第 856 下， 

[2] 法 壬 虫 去 家 梅 因 管 从 法 学 划 库 和 出 :古代 法 琅 "几乎 全 后 不 鱼 : 个 人 。 它 所 闫 

心 的 二 屋 "个 人 "而 量 "家 旅 "二 是 单独 的 人 而 基 集 园 。 "! 梅 固 : 《十 候 法》,， 第 

14 右 页 。 》 

[3] ”梅内 说 : “个 大 生命 只 是 其 但 先生 存 的 一 神 到 钙 ,办 在 其 去 裔 的 生 在 中 对 延 六 

下 去 .和 开 梅 罗 区 古代 证 ?第 14 成 。} 

[4] “了 utarch.Lyeurgua,. YY,p.3. 中 译文 盘 见 普 旨 浇 克 : 才 褒 腊 蜀 马 名 大 忧 , 陆 孙 

遍 . 吴 彰 睛 译 , 商 若 纯 书 忆 ,1995 年 ,第 117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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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像 能 离开 所 属 的 共同 恒 而 存在 。 在 原始 部 落 时 代 ， 逐 出 氏 

族 或 部 落 ， 往 往 是 对 氏族 或 部 落成 员 最 严厉 的 惩罚 在 希 贱 

城山 时 代 ， 厄 村 公民 权 和 流放 孝 属 对 公民 最 严 万 的 一 种 央 

社 。 个 人 与 社会 整体 想 分 离 的 利益 要 求 没有 绝对 的 合法 性 、 

个 人 与 整体 .个 人 与 他 人 的 关系 ,完全 按 整 体 的 利益 和 和 壳 要 来 

确 生 和 调解 ， 在 慰 个 时 代 ， 由 于 大 类 人 舟 展 水 平 低下 和 环境 险 

亚 , 大 的 生存 问题 夺 首 于 的 问题 ,而 单个 大 的 生存 浆 依 囊 于 集 

体 的 力量 。 所 以 .集体 的 生存 权利 是 床 倒 一 切 的 ,个 大 要 沟 之 

作出 克 条 件 和 辆 种 , 

贡 斯 当 从 近代 上 自由 主义 者 的 角度 将 城邦 时 代 的 公民 视 为 

“国家 的 娱 隶 ” ,01 而 古典 时 代 的 亚 里 上 上 密 德 则 从 肯定 的 立场 

痢 释 了 城邦 与 个 人 的 这 种 美 系 。 他 论 汪 说， 城邦 虽然 在 发 生 

程序 上 后 于 个 大， 查 在 本 性 上 却 先 于 个 人 。 丁 为 城邦 是 有 机 

整体 .个 人 只 是 其 组 成 部 分 ,个 人 民有 在 域 邦 中 才能 实现 其 本 
性 : ，ft21 

唐 润 于 这 样 一 神社 会 秩序 中 ,而 蝎 城 邦 时 代 的 人 示 设 有 

形成 个 性 意识, 迟 有 作为 个 人 的 自我 意识 。 柏 接 击 统 家 奢 疯 

系 模 式 设 计 他 的 理想 国 . 追 江城 者 全体 公民 " 色 阅 相关” 、“ 辣 

东 同 感 " “彼此 一 全 "的 境界 .031 就 是 而 腊 公 民意 识 的 经 典 表 

达 。 在 宗教 领域 , 希腊 人 人 世 没 有 从 个 体 性 的 角 诬 理解 他 们 的 

神 认 及 他 们 与 神 证 的 关系 .对 此 A. 目 洛 维 奇 (Aaron Gure- 

vicb) 指出 :“ 他 们 视 他 5【 神 从) 为 某 种 大 格 化 的 力 二 ,而 非 个 

体 。 个 人 届 其 上 非 人 格 化 的 最 高 力量 , 即 命运 ,人 类 无 万 与 它 

111 邦 雅 骂 ' 责 斯 当地 赴 代 估 的 自 出 与 现代 人 的 白 由 ,第 29 28.305 扑 。 质 斯 当 夫 

为 古代 赂 家 规模 很 小 基 周 成 这 种 状况 的 重要 原 站 ,人 世人 李 注 有 存 划 ,个 人 与 整体 

美 季 发 懂 的 特定 水 平和 性 质 ,. 也 是 国家 之 所 贡 小 的 原因 - 

12] 允 见 亚 置 土 志 德 : 凡 治 学 ?, 第 一 9 豆 。 

[3] 柏拉图 :8 理 乌 国 ?,. 第 197 一 200 页 。 



对 抗 : 优美 、 和 各 谐 、 匀称 的 古典 赚 塑 的 绒 体 刻本 的 并 不 是 个 

体 ， 他 们 的 灵 瑰 并 不 芭 上 映 人 类 的 独 一 性 , 它 是 神 性 原则 的 载 
悼 。，”[11] 

2 个 性 意识 的 蝴 发 

一 些 学 者 将 个 人 意识 的 觉醒 扎 潮 到 东方 的 犹太 教 。 

A .卡莱尔 认为 , 独 太 教 的 个 人 主 闪 精神 在 和 上 约 》 中 个 人 素 

担 菲 区 其 惩 包 的 教 久 中 得 到 罕 出 表现 :“ 惟 有 犯 大 的 ， 他 必 

死亡 - 儿子 必 不 担当 父亲 的 罪 理 ,父亲 也 不 必 担 当 儿 子 的 罪 

蓉 . 义 人 的 善 果 儿 归 和 忽 己 ,恶人 的 恶 报 也 尼 归 自己 。 ”24 上帝 

村 求 以 色 列 大 洗 心 革 面 , 重新 作 人 “我 必 按 你 们 所 行 的 审 

淹 你 们 。”" 单 个 人 要 对 上 上 上帝 负 责 ， 接 受审 判 。 审 判 不 屋 板 括 

其 所 归属 的 团 体 ， 而 是 其 本 人 的 行为 。 13 每 个 人 部 直属 上 

帝 ， 犹 太 大 的 俗语 " 父 球 吃 了 上 戈 简 和 区, 儿 于 的 才 酸 倒 厂 ,证 

上 帝 实 布 未 再 有 效 。L41A. 卡 革 求 说 :精神 生活 独立 性 之 所 

以 得 到 发 展 , 是 个 体 估 档 感 觉 发 展 的 结果 。“ 在 古代 世界 早 

期 ,没有 所 谓 教 会 与 国家 关系 问题 。 因为 常 教 首先 不 是 属于 

个 人 ,而 是 属于 团体 .家 庭 、 部 沙 .民族 ， 甚 至 在 硕 伯 来 人 那 

时 , 直到 注 放 时 代 , 还 设 有 个 大 的 宗教 。 只 是 在 后 期 先知 那 

里 , 如 耶 利 米 、 以 西 结 以 及 后 期 诗篇 中 , 我 们 发 现 与 上 和 个 

人 无 系 的 表达 。 “和 希腊 和 多 互 宗 教 都 不 是 个 人 的 东西 。 上帝 

是 家 了 蚂 和 部 落 的 而 不 是 个 人 的 ， 所 有 这 些 被 新 的 人 覆 福 念 

[1] 点 arom Erevich ，7He 站 ri 坟 Europeam 有 ieiaaiisrmm ，trana .人 慌 atharioe Jadelson . 

BlackweU ,1995,P -31 ， 

[23] 《 圣 坚 ， 坟 西 丫 书 ?3, 第 X 前 章 第 20 节 。 

[3] 。 它 ardyle 二 用 ierory 时 于 eaiebdl Peieal Teory VOLY .4452 . 

41 芭 圣 最 网 西 缚 书 》, 第 基价 章 第 2 一 3 节 。 

87 竹 

-一 二 一 一- 

一 ur 

> 格 了 壬 戎 疯 要 1 

由 | 洞 



rr 建 

画 昌 

JJ 油 F 附 

mm 一- 一- 

= 耻 下 一 一 一 呈 当 导 十 

航 大 地 改变 了 ，, 宗教 的 社会 方面 失去 了 ,而 个 人 概念 成 为 特 

别 的 重要 。 01 

L. 艾 德 曼 (Ienn 了 上 .Goodmany 在 追 湖 个 人 主义 起 源 时 也 上衣 

定 了 犹太教 的 地 位 。 他 说 :“ 麻 西 的 律 靶 没有 规定 标准 的 模 

式 , 它 红 宁 说 开放 着 空间 ,允许 个 人 构建 他 自己 。 在 开放 而 不 

是 限定 的 这 个 空间 里 , 它 采 取 了 同样 沉默 和 消极 的 办 法 ,使 我 

们 的 头脑 去 发 现 关 于 上 帝 的 概念 :人 是 接 上 这 形 象 创造 的 ,而 

上 帝 又 疫 有 一 个 夯 定 的 形象 、…… 没有 一 个 园 化 的 范 型 来 阻 

下 我 们 的 脚步 。 ”5 在 茅 德 曙 看 来 ,有 日 约 》 的 家 庭 模式 是 个 性 

得 以 出 现 的 母体 ,通过 对 性 生活 隐秘 权 的 保护 ,个 人 本身 得 型 

承认 和 培育 。 在 摩西 和 球 同 长 的 时 代 ， 国 家 还 不 是 个 人 的 主 

要 威胁 。 [3 长 阳 约 》 所 创立 的 国家 制度 被 视 为 有 益 于 个 人 利益 

而 不 是 其 对 立 物 ， 而 个 人 利益 反 过 次 马 与 共同 利益 没有 了 明显 

的 上 蚊 离 。 艾 德 电 解 释 说 ， 麻 西 最 基本 的 社会 戒律 “党 人 如 

吕 ” ,041 共 日 的 是 整 台 共 问 体 中 的 个 人 。 它 " 既 建 立 在 个 性 的 

基础 上 ,也 促进 了 个 性 的 发 展 。 它 向 个 人 发 出 吁 求 ,敦促 他 们 

通过 促进 同伴 情谊 和 感觉 来 人 妃 求 他 人 之 善 一 一 即 共同 利益 感 

和 对 它 的 分 享 ,以 他 人 之 善 作为 自己 之 善 。 “0 在 这 蜂 ,已 经 

把 个 人 视 为 道德 主体 ,肯定 信人 对 善 的 追求 ,公元 前 工 世纪 的 

一 位 著名 拉 比 和 学 普 哈 革 东 (Hillel) 说 :站 果 息 不 为 自己， 准 

[1] Carlyle ,4 Distory of 条 adiend Politecaf Tbeory :Yal WP-d452- 

12| TennE Coodman，Te nn and 导 p Communhy 癌 纳 pWorrmafabpe Traditiona ou 

证 Tu rersiy an 五 bmrtam 贞 生 具 Ee cad.Dy TIrehe 瑟 ]eozn ,Panl Martn ,amd 

而 ayne 性 .roudtxit cw TuTE: Colormbia Univeraity 了 eaa ， 1390p am. 

13] 那 时 的 夕 本 人 还 油 建 立国 家 ., 蒜 晴 个 人 的 是 家 族 .部 落 等 自然 共 闭 者 ， 

[4] 《至 师 - 利 未 记 ?, 第 ER 章 第 18 节 ， 

[5] Lenrn 瑟 .Coodman ，The 和 oilizi ng ie ommunaasy 避 后 omyage 了 Ta 是 JJ 

mn ts 吕 Persriy md um 到 二 her ,eds .by [renc Bioom 了 .Puul Marin vand 

好 avnc 工 .Proudfuut,pp. 22 一 23 



会 为 我 ?如果 我 只 为 目 己 , 我 又 是 什么 久 410 这 各 语 了 电 许 最 生 

动 地 表现 了 狐 太 人 的 目 我 意识 ，。 

尽管 学 者 们 在 犹太 教 中 发 现 了 个 性 意识 的 蛛丝马迹 ， 

但 是 . 我 们 必须 记 住 , 从 整体 上 说 , 犹大 教 的 基本 精神 仍然 

是 整体 主义 的 - 犹太 教 和 糙 犹太 民族 视 为 “选民 "整体 ,犹太 人 

以 民族 整体 的 和 擂 份 一 一 通过 他 们 的 朱 可 和 先知 一 一 与 上 帝 

发 生 联 系 。 无 论 是 上 帝 的 择 救 还 是 惩 划 .都 指向 整个 犹太 群 

体 。 之 德 曼 也 了 认 ,在 犹太 数 那里 “个 人 并 没有 与 其 利益 相 

关 的 社会 共同 体 完 全 分 离 " .21 个 人 的 由 我 个 求 与 整体 的 利 

益 是 一 吉 的 而 不 是 对 立 的 。 

在 西方 ， 个 人 意识 的 党 本 是 随 着 城 症 向 帝国 的 转变 出 

现 的 。 在 现实 生活 中 ， 后 城邦 时 代 ? 的 政治 和 序 松懈 了 个 人 

与 国家 联系 的 纽带 。 明 马 人 将 自然 的 城邦 房 民 福寿 转变 为 

“虚拟 的 公 困 社 群 ". 它 以 法 律 为 纽带 将 公民 联系 在 一 个 庞 

天 的 共同 个 由-。“ 罗 马 人 比 稍 早 之 古典 叶 期 更 能 把 臣民 看 作 

是 能 负 法 律 责 任 的 个 人 人， 拥有 相当 的 自由 支 处 理 本 身 的 事 

务 。” 它 只 依 界 法律 手 段 达 禾 社 会 的 和 谐 ， 伦 理 和 宗教 对 

个 人 可 能 非常 重要 , 但 只 要 不 违背 法 律 , 国 家 往往 不 去 十 

巴 。131 社 会 联系 的 纽 市 简单 化 .抽象 化 ,个 人 可 以 预期 自己 

行为 的 后 果 ， 从 而 给 个 人 留 下 了 相当 大 的 不 要 国家 干预 的 

自主 空间 。 由 于 个 人 与 公共 权 感 距离 禹 远 ,在 公共 政 色 生 活 

中 变 得 微不足道 , 人 们 从 公共 生活 中 撤 出 , 转 而 注重 个 人 生 

[1] 。 See StePphen 天 -Feldmah Peare Hipm F 虹 G 及 e a 向 erry Rhristmuer ， 得 ricecet 

Jory 喷 瑚 SePEPGHDH 时 写 开 机 nE Sake ,Mew Yeark and 1mndeon:ew 下 GE Useraity 

Pueaa ,1597, .1 

[23] Lann 入- 让 ondman，TRe 7ndrbiahatl entdl 红 e Carnrnuruuy rm he Wormaaiae 了 rwieom oaFJur 

im In 再 ein Dersry amd 下 rearr 总 Eus :eds.by Irene Bluom Paul Wartin ,and 

BynE 工 .THdtocl 的 .2 一 了 3 ， 

[31 草 转 烈 : 伦 竺 舍 斯 灵 西 方 政 色 伟 坊 近代 自 直 主 立 之 岩 展 #, 第 17 页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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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剖 训 上 盐 上 填 

间 ， 

活 。 41 从 对 个 人 内 在 世界 的 关注 和 和 白 省 中 ,个 人 上 自我 意识 得 

以 萌发 。 在 思想 领域 “后 亚 里 鞋 才 德 时 代 " 的 思想 都 具有 个 

人 主 文 的 特征 ,02 包括 怀 避 主义 、 厂 儒 主义 .全 壁 鸠 鲁 学 沽 、 

斯 多 葛 派 等 。 其 中 以 斯 多 葛 涛 最 为 突出 ,影响 也 最 大 。 

西方 学 者 多 都 强调 在 亚 里 十 志 德 与 斯 多 意 派 之 间 出 现 的 

鸿 淘 。 如 时 说 亚 时 上 区 德 经 由 式 地 痢 述 了 城邦 遇 代 个 人 与 城 

邦 的 关系 ,那么 斯 多 葛 泼 则 代表 了 帝国 时 代 人 们 (至 少 是 部 分 

知识 分 子 ) 新 的 感受 和 态度。 析 林 认为 ， 在 西方 政治 思想 史 

十 ,至 少 存 在 着 二 次 趾 想 的 转型 。 其 中 第 一 次 就 上 故 生 在 "从 亚 

红 士 多 德 之 死 至 斯 多 萝 主 文 兴 起 的 那 段 短暂 而 神秘 的 时 期 ， 

在 那 段 不 到 20 年 的 时 间 里 .在 雅典 占 统治 地 停 的 哲学 学 派 们 

不 圭 抠 个 人 仅仅 发 到 社会 生活 的 状况 引 去 理解 ， 不 再 讨论 那 

些 曾 经 充斥 在 柏拉图 学 派 和 亚 里 汪 允 德 学 派 中 的 有 基 公 共 政 

治 生 活 的 问题 ， 似 乎 这 些 问 题 不 再 是 中 心 ， 黄 至 不 再 有 意 区 

了 ,它们 究 然 谈论 起 处 于 纯粹 内 在 经 验 中 的 人 ,以 及 个 体 的 抒 

救 , 好 像 个 人 是 外 立 存在 的 实体 ,其 德行 是 基 上 但 们 相 互 间 更 

加 了 珊 绝 的 能 力 , “它们 对 所 有 德 性 重新 评估 :由 会 及 秘 ,由 外 

及 内 , 政治 而 及 伦理 , 城邦 而 及 个 人 , 由 社会 秩序 而 及 非 政治 

的 无 政府 主义 ”031 这 种 态 床 和 思想 刁 问 标 坊 彰 四 方志 想 开 

始 由 城邦 时 代 的 整体 主义 癌 个 人 主 交 的 转变 。 在 奢 悍 卡 那 

里 ,理想 的 人 格 * 智 理 ”(wise marm) 在 精神 牛 活 方面 是 自 正 加 请 

的 。 他 的 精神 世界 息 成 一 统 ， 不 受 外 红 的 搅 扰 。 流 有 人 人 能够 

[1 村 马 斋 国 时 伐 科 法 的 慨 过 和 从 和 押 可 避 视 沪 这 -社会 得 宫 的 反 身 。 

[2z1 政 邯 更: 的 “ 民 碱 邦 时 代 " 与 屿 起 生 上 的 “后 亚 惠 十 尖 德 时 代 "” 儿 平 是 同时 开始 

的 . 亚 里 士 密 钵 对 止 择 精神 作出 了 了 办 由 式 的 也 基 基 局 的 曾 帮 ,而 必 的 学 生 严 乓 

山 友 在 他 去 性 前 - :年 完 戌 了 了 东 征 的 使 僵 ， 从 而 顷 束 了 城 扼 时代， 开创 了 世界 

之 国 时 栈 。 

131] 以 杜 亚 - 伯 林 次 淮 温 土 多 革命 ;现代 思 娄 出 的 一 个 危机 ,地 法 息 等 编 坟 消极 

肯 由 可 和 么 锥 #. 玄 化 艺术 出 版 社 :2001 年 ,第 1 一 2 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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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答 者 施 于 恩惠 或 进行 伤害 ， 这 思 的 哲学 牛 话 能 够 使 人 超越 

普通 人 之 上 ， 而 接近 于 神 。 因 为 他 除 必 死 性 外 ， 像 上 帝 -- 

驰 ，l 他 的 确 有 义务 为 公共 桶 利 服务 . 但 如 果 和 后 活 条 件 使 他 

参与 公共 事务 不 可 能 .他 可 以 退回 到 日 身 .通过 发 展 他 的 本 性 

和 特质 而 服务 于 同样 的 目的 .A. 卡 甘 尔 评论 说 : 塞 评 卡 的 "这 

毁 话 代表 了 非 消 重 机 的 个 人 个 性 的 感觉 ， 对 人 类 生活 的 神圣 

性 .和 白 外 于 和 独立 于 根 感 .其 至 社会 支持 的 感觉 ”。0 

3 得 随 基 督 的 人 

人 与 其 他 动物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， 人 追求 的 后 活 目 标 远 趟 出 

生 和 人 存 与 生命 的 繁 术 ， 在 古代 人 的 精神 世界 ， 充 六 着 超越 人 的 

有 限 性 一 一 月 限 的 能 力 、 有 限 的 生存 方式 、 有 限 的 生命 一 一 

等 的 冲动 ， 这- -超越 主义 境界 的 追求 集中 体现 在 宗教 意识 

中 。131 宗 教 是 一 种 思维 方式 ,那个 时 代 , 大 们 是 以 宗教 的 方式 

理解 自己 以 及 日 己 与 所 处 其 办 之 间 关 系 的 ， 如 当代 学 者 了 

贝尔 所 说 :传统 的 认同 方式 - 直 是 宗教 。 宗教 是 理解 一 个 人 

的 自我 .一 个 人 的 民 闵 .一 个 人 的 历史 各 一 个 大 在 事 寄 格局 中 

地 位 的 超 址 俗 手 肛 。 ”14 

过 教 产生 于 人 类 超越 主义 的 签订 和 内 心 诬 处 的 反省 ， 

个 性 意识 的 觉醒 也 往往 受到 特定 宗教 意识 的 有 力 催 发 . 虫 蒂 

[1 大 见 塞 误 卡 : 以 幸福 而 短 介 的 人 咎 一 讲演 卡 道 笨 书 简 》 .第 109 下。 

[2] Carlyle ,4 iitory 二 于 crierad Poleradl Treoryr ovVul， 加 ,7. 

[3] 当代 存在 土 文 拆 学 家 P. 蒂 利 硕 认 凡 , 在 出 伐 灰 明示 期 , 占 支 配 地 位 的 是 对 病 适 

和 死 丰 的 紫 虑 。 在 宗教 必 此 前 和 改革 当中 , 丘 对 争 和 和 请 责 的 哑 碟 - 译 现 代 社 会 ， 

县 对 空虚 无 圳 忌 的 焦虑 。{E. 过 利 淖 : 存 在 的 末世 ,成 亚 聪 , 干 作 虹 译 . 磺 州 大 

民 出 版 社 .19%98 年 ,第 二 章 。1+ 他 认为 ,这 种 焦 氏 显 随 个 性 化 的 境 强 而 增强 的 ,站 

集 悼 主 闪 误 比 中 虽 祖 少 这 种 焦 嵌 . 

[41 站. 见 尔 赤 宰 本 主 居 的 误 化 耶 拓 3, 第 207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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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 “ 卢 克 斯 指出 , “在 个 大 主 广 理论 咎 ,人 存在 着 一 条 根本 中 伦 

理 诛 则 ， 即 单个 的 大 呈 有 至 凯 大 上 的 和 内 在 的 价 全 战队 

严 ”。[I1 这 样 一 种 原则 最 初 在 基督 教 尼 四 得 到 明确 的 衣 达 。 

基督 教 汇合 了 来 白 东 方 的 贞 老 犹太 教 的 个 人 主义 利 折 城邦 时 

代 以 斯 密 葛 派 为 代表 的 个 人 上 六， 并 第 -次 使 个 人 得 列 了 

个 监 实 的 立 呈 点 。 

基 葵 教 继 了 头 了 狐 太 教 的 衣钵 ， 俱 亡 将 狂 太 教 个 人 否 提 

罪 与 罚 的 教义 发 展 为 明确 的 个 人 得 救 的 实 教 ， 将 犹太 教头 

于 犹太 民族 是 选民 的 观念 改造 为 优 征 个 人 是 选民 的 更 蛮 ， 

斯 多 葛 派 的 理论 袁 达 的 足 具 有 冰 教 气质 的 节 众 观 介 ， 他 和 们 ] 

是 从 外 在 世界 退回 到 和 扬 身 内 在 世界 ， 在 于 里 梅 广 起 个 人 的 

精神 雪人 和 公 ,而 基督 教 则 代表 着 超脱 这 个 此 界 ̀. 进 入 新 的 彼 斤 

世 轻 的 冲动 。 基 悄 徒 的 世俗 号 份 使 他 们 成 为 世俗 社会 有 负 

整体 的 一 部 分 , 而 追随 基督 使 他 们 获得 了 (三 者 说 发 现 了 |) 

他们 的 另 一 重 身 份 , 这 一 身份 超越 了 世俗 社会 的 有 机 到 系 ， 

使 他 们 以 单个 人 的 方式 与 上 帝 发 牛 联系 ， 克 为 彼岸 志和 界 的 

一 员 : 这 样 ,基督 徒 的 一 只 脚 贸 在 此 上 太 直 红 , 另 一 只 脚 却 中 

进 了 另 -… 个 直 和 办。 斯 多 葛 派 只 是 使 个 人 保持 着 与 这 个 世 昼 

的 距离 ,在 基督 教 懂 侍 ,出现 了 个 人 与 这 个 此 界 鲜 曲 的 一 元 

对 立 。 卡 菊 尔 搭 出 去 旧 约 ?中 出 项 的 个 人 人 有事 担 罪 的 教区 ,使 

原始 的 和 古老 的 闭 体 的 统一 性 直人 位 于 对 个 迟 性 的 新 的 理 

解 。 “基督 及 其 门徒 给 予 这 种 对 个 性 的 理解 以 新 的 推动 和 力 

量 。 对 他 们 来 说 ,人 的 灵 慎 单独 与 上 帝 发 乍 基 系 ,超脱 社 会 

的 控制 之 外 。 基 叔 教 的 这 个 原则 代表 着 对 和 以 西 结 书 和 和 斯 

多 葛 派 的 发 展 。 正 旺 在 这 个 基础 上 ,中 基 纪 各 现代 世界 的 文 

明 得 以 成 长 这 并 徘 意味 着 宗教 就 没有 社会 的 生活 ,或 政治 

1 赐 材 误 : 点 多 斯 间 个 大 主义 :分 本 与 批判 ?第 4 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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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 就 没有 道德 和 精神 的 特征 ,但 它 的 确 意 味 着 , 人 们 不 得 

不 于 认 ， 个 大 的 宗教 和 道德 体验 超越 政治 权威 甚至 是 宗教 

社会 的 权威 。 作 为 凝 阳 了 这 种 精神 体验 的 条 教 社会 不 能 容 

车 .国家 的 控制 。 太 类 生 活 中 有 一 部 分 内 容 不 在 也 不 能 在 国 

家 的 法 律 和 权力 的 控制 立 下 。 ”有 1 

耶稣 的 传道 标志 痊 基 督 教 今 人 主 浆 的 开 删 。 

按 《4 和 福音书》 的 记载 ,耶稣 以 简单 而 直接 的 宣告 开始 了 

他 的 传教 活动 :“ 晶 期 满 了 ， 神 的 国 近 了 ， 人 和 你 们 当 和 悔改 ， 

和 福音。 “021 在 这 里 ,耶稣 不 再 向 犹太 民族 整 蛋 发 出 吁 求 ， 

而 基 疝 个 人 发 出 吁 求 。 号 玫 博 改 , 贺 是 要 求人 们 改变 头 腑 

和 信和 售 , 过 一 神 全 新 的 生活 。 申 期 基督 教 社 画 就 是 由 被 耶 

稣 唤醒 的 那些 人 组 成 ,他 们 被 称 为 “追随 基 芝 的 人 ”"。 作 出 

追随 基督 的 次 定 , 使 他 们 及 高 了 与 狐 太 社团 和 避 像 崇拜 的 

“和 媒 教 徒 " 团体 的 联系 ,根据 对 基督 的 信人 刷 而 组 成 一 种 新 的 

宗教 团体 。 

4 福音 书 》 中 有 咎 干 段落 强调 个 人 听从 和 回 几 上 帝 召 唤 的 

责任 . 它 代 表 了 个 人 化 的 和 和 非 集体 的 择 救 。!3 耶 解说 :人 子 降 

临 的 时 息 ， 那 时 ,两 个 人 在 田 里 , 取 去 一 个 , 搬 下 一 个 ;两 个 女 

人 推 磨 , 取 去 一 个 , 搬 下 一 个 "。 HI 这 样 , 抒 救 就 成 了 个 别 的 行 

为 ,每 个 人 要 为 自己 的 命运 承担 完全 的 责任 。 没 有 依 傍 ,不 可 

推 请 。 耶 稣 还 在 两 种 人 之 间作 出 区 分 和 对 照 : 那些 帮助 饥 渴 

的 人 .旅途 中 的 人 .赤身 露 体 的 人 ̀. 患 病 的 人 和 身 陷 牢狱 的 人 ， 

与 拒绝 这 样 做 的 人 。 前 者 受到 祝福 , 定 许 以 择 救 ;后 者 受到 诅 

[Carlyle,4 再 ieory 时 时 rebal Pihced 7Reorm Yol. 上 [ ,h, 吕 . 

[ 引 # 圣 却 - 马 可 福 音 》, 第 本章 第 15 节 : 另 见 4 世 本 福音 ?, 第 及 章 第 17 节 。 

[3 om Lan 可 am, 号 .JJ,， 于 hr 中 起 国有 时 站 全 by mit ， ITn 瑟 hEwioaa 了 六 

Er am 抹 和 bm 站 在 直 生 ,ed .by lrene 了 louom, .Paol Maurtiinyatd 可 aypne 工 .Proaldout ， 

p .159 

[4] 《至 如 蕊 本 广大 ,第 8 章 第 40 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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涡 ,被 判 以 " 永 刑 "的 傅 运 。11 

则 当代 覃 学 家 R. 布尔 特 曙 指出 的 ，“ 耶 航 的 教训 与 先 

短 们 不 同 的 地 方 ， 在 于 他 不 是 针对 全 恒 日 姓 ， 而 只 是 针对 个 

大 ”[311. 兰 阿 也 议 :“ 屠 稣 的 并 导 指 问 单个 的 大 , 他们 是 

上 带 关 注 和 裁判 的 对 象 .“"!3 他 们 做 或 木 做 上 帝 所 靖 令 的 避 ， 

取决 于 化 们 日 己 。 

孙 稣 以 天 国 的 许诺 将 个 人 从 着 种 社会 联系 的 脐带 中 拓 脱 

员 来 。 

基督 数 不 和 再 像 希 腊 罗 马 宗 教导 样 以 家 族 和 家 神 为 中 心 ， 

因为 它 有 一 个 超越 了 家 族 的 神 。 为 强调 个 人 人 得救， 旨 钱 割断 

了 个 大 的 彼岸 命运 与 世俗 社会 身份 和 社会 关系 之 间 的 联系 。 

他 对 估 们 说 :来 吧 , 上 哑 我 走 和 一 个 年 轻 人 要 埋 藉 了 亡 父 再 来 

行 弟 子 礼 ,他 说 .“ 让 死人 去 埋 匡 他 们 的 六 体 吧 , 你 跟 我 来 -“” 

在 呵 答 “* 谁 是 我 的 母亲 ? 谁 是 我 的 兄弟 ”的 时 候 , 他称, 堆 奉 行 

天 父 的 意志 , 谁 就 是 我 的 母亲 、 姐 妹 利 兄弟 。 这 翌 , 耶稣 就 使 

信徒 “解脱 了 现实 界 的 - 切 维系 . 基 至 还 解 用 了 道德 伦 常 的 纵 

系 "。L41 耶稣 声称 , 他 来 到 世间 不 是 带 来 和 平 , 而 是 刀剑 和 争 

战 。!15] 这 争战 就 是 大 问 的 分 裂 , 就 是 追随 基督 的 人 以 世俗 社 

会 中 分 型 出 来 。 这 分 腹 甚 至 深 人 家 寿 内 部 。 耶 稣 将 对 他 的 爱 

与 家 庭 之 爱 对 立 起 来 .从 而 使 依 徒 挣 膀 冢 庭 亲 缘 关 系 的 纽带 : 

“我 来 是 叫 人 与 父亲 生 朴 ， 玄 几 与 峡 亲 生 酿 ， 妇 与 东 吏 生 

朴 。 人 的 贫 敌 就 是 自己 家 里 的 人 , 爱 父 母 过 于 爱 我 的 ,不 配 作 

[1 二 革 经 :马术 福音 ,第 XEY 页 第 31- -由 和 节 - 

人 2] Rudo Bultmann ,了 TReotfogy 中 博 让 WE Te pewr Work gcripner 1 3951, 25- 

13] John Langan， 与 ，TRe 1 二 EGR 环 站 和 直 避 人 raY ln 上 且 iteucr 册 呈 

UDPTAET 总 四 过 有 Mrmz 有 下 IE Pda -和 7 TIreme 上 oopcn ,Pano] 出 arn,and 证 avme .eouxjicot， 

.too . 

[41 黑 权 和 尔 : 慰 协 宝 帮 学 ?第 337 贞 ，。 

15] 有 经， 杞 杰 福 刘 3. 第 天 音 第 34 一 37 等 玫 路 加 福音 ,第 下 章 第 44 一 箔 节 。 



我 的 门徒 ; 爱 儿 辫 过 于 爱 我 的 .不 配 作 我 的 门徒 。 ”01 邢 稣 的 

门徒 也 浴 上 帝 之 名 将 人 从 其 有 机 的 社会 秘 序 中 剥离 出 来 。 他 

们 拒 御 了 服从 罗马 政府 的 权 感 ， 认 为 听从 神 而 不 是 政府 官员 是 

合理 的 。 这 悼 班 了 一 种 对 人 独 立 的 要 求 ， 如 前 面 已 经 谈 到 

的 , 耶稣 癌 个 大 的 召唤 也 抹 平 了 标准 的 社会 分 野 : 阶级 的 .等 

组 的 .性 别 的 、 种 族 的 分 野 ,， 召唤 各 种 身份 的 人 从 其 身份 等 线 

和 团 迟 中 脱离 出 来 .追随 上 帝 。 而 在 上 帝 商 前 ,各 种 身份 和 社 

会 纽带 都 失去 了 意义 。 

这 样 ,根据 基督 教 的 基本 教 广 ,区 分 人 的 惟 -标准 即 肉 心 

里 是 否 信 筝 基督 ， 其 外 在 的 标志 是 洗礼 。 这 就 接近 于 宣称 一 

种 “单一 身份 (singlestatus) 的 社会 ,发 . 明 诺 世 《Kenneth 

Minogue) 认 为 ,这 个 概念 是 ”人权 理 论 的 核心 预 设 "。! 这 里 所 

说 的 “人 权 理 论 的 核心 预 设 ” 训 是 略 去 人 的 各 种 社会 身份 特 

征 ,将 人 视 为 抽象 的 和 一 般 的 人 。 尽 管 人 在 防 级 等级. 氏族、 

宗教 .性 别 等 方面 干 差 万 别 , 但 作为 人 , 大 家 在 某 些 基本 权利 

方面 是 平等 的 。 基 督 教 首先 将 这 样 一 个 概 您 运用 于 精神 生活 

领域 ,将 人 从 整体 主义 的 社会 联系 中 东 离 出来, 便 其 以 “单一 

寻 份 "构建 起 无 形 的 上 帝 之 城 ,为 后 来 人 权 思 想 的 形成 打通 了 

道路 。 由 于 人 权 理 论 是 早期 自由 主义 的 基础 ， 所 以 这 个 人 权 

理论 的 核心 预 设 也 是 自由 主义 的 核心 预 设 。 

基督 教 在 信徒 与 上 帝 之 闯 确 立 了 一 种 契约 关系 。 在 犹太 

1 《 圣 坯 ， 马 志 福音 ,第 并 章 第 35 一 37 节 。 在 中 译 村 所 路 吉 福音 #【 第 YY 章 和 名 

站 节 ) 中 也有 与 " 圳 华 与 过 于 壳 我 的 …… “ 相 亿 的 一 段 话 , 侦 逢 立 寺 是 : 太 到 我 这 

里 米 , 老 不 恨 自 己 的 贫 母 , 春 于 . 儿 况 .兄弟 , 姐 续 和 白 己 的 性 合 ,就 不 能 作 我 的 门 

奸 。 "笔者 所 见 几 部 英 译 本 《至 经 ?都 使 用 了 "hate 【 恨 ) 一 词 ,中 译 率 的 往 芋 也 说 好 

了 这 一 点 。 

[2 John Tamgan 号 了 Re Jianal and 二 ee Engeeiiurty ia 人 retiarnut In 下 eeonz 五 

Therd 让 村 由 用 mhhen 下 ni ， eda.hy ene 了 lonm， ,PEaol Martin， and 区 arme 

工 , Proudhoot .p.161， 

有 是 中 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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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 志 "” 

= 二 上 全 在 二 

05 电 

-本 量 央 洁 汗 1 



教 的 《圣经 》 中 , 已 经 出 现 了 一 系列 的 契约 , !U 供 这些 可 约 是 

上 上 帝 与 犹太 民族 〈 右 时 通过 某 个 中 分 ) 或 某 个 具体 的 人 的 引 

约 .《 新 约 全 书 》 将 基督 教 解释 为 “新 契约 "。 上 上 帝 赁 异 基 般 之 

死 ,不 仅 问 以 色 列 人 ,而且 同 所 有 的 人 订立 了 新 的 契约 。 这 个 

新 契 细 的 特征 在 于 , -- 方 面 , 它 向 上 超越 了 民族 界限 , 是 普 考 

性 的 , 并 不 针对 任何 特定 的 民族 和 和 共同体; 另 一 方面 , 它 又 回 

内 容 透 了 所 有 社会 共同 体 的 界限 ,直接 面 对 个 人 ,在 个 人 与 上 

帝 之 间 建 立 起 直接 的 联系 。 史 学 家 埃 里 项 卡 勒 尔 指 出 : 在 

基督 教 那里 ,“ 人 类 对 上 帝 的 忠诚 由 一 种 契约 确定 下 来 . 并 仅 

以 傍 仰 和 信任 为 基础 。…… 这 个 上 帝 不 与 任何 特定 的 人 群 迪 

生 关 系 ,不 诉 诸 任何 一 个 部 落 或 民族 ,而 是 直接 与 每 个 个 人 对 

话 "。“ 尖 督 教 使 非 基 督 徒 陪 离 了 其 部 藩 根 基 ， 给 他 们 一 个 将 

遍 性 的 精神 上 的 上 帝 ,作为 仅 有 的 内 心 支柱 。 "0 早期 白 由 证 

六 者 将 国家 (或 公民 社会 ) 设想 为 契约 共同 体 , 每 个 人 通过 - 池 

他 人 或 全 体 的 契约 ,确立 了 他 在 国家 中 的 地 位 和 权利 ,而 在 此 

以 前 很 入 ， 他 们 的 基督 徒 先 非 便 通 过 与 上 帝 的 契约 而 确立 了 

选民 的 地 位 ， 成 为 天 国 的 一 员 。 南 乐山 将 上 帝 与 个 人 的 这 种 

契约 关系 称 为 “契约 的 个 人 主 尽 "。 和 1 

4 面 对 上 帝 的 人 

基督 教 的 个 人 主义 由 子 稣 播 于 种 子 后 ， 经 过 一 代 代 信徒 

们 灵性 生活 的 流 养 .一 代 代 神学 家 智慧 的 培育 ,并 通过 拒 于 世 

[1] 这 些 狠 多 包 扬 上 帝 与 平 当 . 抒 亚 ., 亚 伯 拉 军 . 靡 西 以 下 人 上 卫 主 的 挡 约 ,1 帝 与 亚当 

的 贺 的 是 原始 契 芍 ， 

12] 埃 里 希 . 皇 蔓 东江 条 厚 志 人 让 :第 41 页 。 

13] 南 乐 山 : 在 上 帝 的 面具 背 二 一 -坑道 与 基督 教 ?》, 辛 岩 . 李 总 漂 , 社 会 科学 文献 诈 

版 福 ,1999 年 ,第 143 144.1465.148 页 。 



俗 权 力 于 字 、 维 护 精神 世界 自由 的 斗争 而 不 断 发 育成 长 。 到 

12 一 13 世纪 已 经 得 到 充分 发 展 。 

在 早期 基督 教 社团 生活 中 ， 包 售 着 古代 染 教 所 没有 的 新 

的 个 人 主 头 因素 。 它 首先 在 精神 生活 领域 超越 了 传统 社会 团 

体 的 束缚 ,解放 了 个 人 。 

在 氏族 会 社 和 城邦 时 代 ， 每 个 氏族 成 员 或 城 拥 的 自由 公 

民 完 全 融 人 所 属 的 氏族 和 城邦 中 。 氏 族 和 城邦 同时 也 是 宗教 

葵 同体， 每 个 氏族 利 城 孝 都 有 自己 的 神 只 ， 必 为 瓜 族 或 国家 

的 成 员 ， 也 就 是 这 个 宗教 共同 体 的 成 员 。 人 们 因 自 己 的 出 生 

和 血缘 关系 而 与 他 的 神仙 建立 了 男 定 的 联系 。 他 们 作为 一 个 

整体 ， 信 你 和 崇拜 共同 的 神 只 。 每 个 上 成员 都 通过 直接 参与 氏 

族 或 城邦 的 公共 事务 而 参加 其 宗教 的 公共 仪式 。 到 帝国 时 

代 , 一 方面 ,个 人 脱离 公共 事务 ,退回 到 私人 生 东 领域 , 肘 教 与 

政党 开始 玻 离 : 另 - :方面 , 由 于 国家 由 许多 氏族 、 部 落 和 民族 

格 成 ， 个 大 的 宗教 与 国家 的 宗教 也 失去 了 统一 性 。 时 期 基督 

教 不 但 脱离 了 帝国 的 宗教 , 也 不 再 以 任何 特定 的 氏族 ,部 落 或 

民族 共同 体 为 依托 -01 它 是 信徒 们 自已 选择 的 信和 侧 。 这 样 , 宗 

教 就 完全 变 成 了 个 人 的 事情 。 由 传统 部 落 或 民族 宗教 中 析出 

的 一 部 分 人 组 成 的 基督 教 社团 有 着 较 强 的 个 人 主 头 精神 ， 这 

一 点 不 难 理解 。0] 

基督 徒 最 初 是 受 迫 害 的 少数 ， 采 纳 这 种 信仰 是 个 别 行 

为 ,在 基督 教 不 仪 受 官府 追 害 , 也 受到 周围 社会 强大 压 轧 的 

条 件 卜 ,对 这 种 依 怕 的 选 辜 本 身 妓 是 概 具 个 性 的 行为 。 基 督 

1 强 革 人 些 : 直上 说 : 夕 本 和 是 一 个 民族 , 基 季 教 翅 只 是 一 个 教训 -有 列 裤 具 . 

吉本 以 罗马 帝国 训 忠 ?1( 上 ) , 黄 宜 思 , 蕊 隔 五 译 . 商 务 印 书 馆 .1997 年 .第 308 

页。) 

具 们 可 以 联想 到 17 世 铝 由 心 六 欧 洲 持 会 中 六 元 出 来 的 一 部 分 上 组 万 的 北美 

社会 ,具有 出 欧 训 社 会 更 强 的 个 人 主 立 精 击 的 事实 。 

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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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k 六 于 业 稍 上 埋 

可 

徒 们 先是 从 狐 太 社团 中 分 离 出 来 ， 后 又 自 外 于 罗 妆 社会 周 

围 人 群 。 他 们 在 外 部 社会 强大 的 压力 下 天 强 地 坚守 上 自己 的 

信仰 ,这 种 生存 环 境 大 疑 锻造 和 汶 养 了 个 人 主义 精神 。 犹太 

教 旦 在 犹太 民族 的 英 难 中 节育 形成 的 ,凝聚 着 狐 太 民族 集 

体 耶 求 撼 救 的 愿望 。 基 督 教 是 在 教徒 们 受 玮 社会 的 歧视 

和 这 害 中 发 展 起 来 的 ， 在 这 种 受 歧 视 受 迫害 条 件 下 的 条 教 

生活 催生 了 他们 的 个 性 意识 。 基 督 徒 先 呈 被 开除 出 狐 太 人 

的 社团 ,后 来 叉 为 轴 马 社会 所 和 不容, 这 使 他 们 失去 了 团体 归 

属 感 的 依托 ， 惟 -支撑 他 们 的 是 他 们 关于 目 己 池上 和 关系 

的 信和 念 。 他们 对 迫害 的 抵抗 和 列 教 行为 ,都 体现 着 个 人 主 艾 

精 褐 。[11 

这 些 共 社会 各 个 部 分 剥离 出 来 的 人 组 成 画 -个 无 形 的 

( 虚 氢 的 ) 精 神 团 契 ,保罗 称 基 和 餐 徒 为 “天 上 的 国民 "2121 用 员 

右 斯 于 的 本 语 说 ， 是 “上 帝 之 城 " 。 在 这 个 焉 里 ， 每 个 人 守 

晓 去 了 世俗 社会 身份 的 外 装 ， 挣 脱 了 毕 俗 社会 天 系 之 网 ， 

以 一 颗 赤 裸 裸 的 丈 慰 构成 -个 新 的 社会 。 奥古斯丁 说 :“ 这 

个 寄居 于 地 上 的 鞋 帝 之 焉 从 所 有 的 民族 中 人 选 琅 出 它 的 公 

民 .集合 成 一 个 说 着 不 同 语言 的 朝圣 者 的 团体 。 :3 这 个 团 

体 是 按 一 种 新 的 个 人 主义 精神 联系 在 一 起 的 . 当代 学 腹 

M .五 . 中 丁 猎 基督 教 的 个 人 主义 称 为 “ 另 一 岂 界 的 个 人 主 

蜗 。T43 

在 这 个 上 帝 之 焉 里 ， 原 有 的 社会 联系 和 身份 标志 都 失效 

了 。 在 城邦 时 代 ， 一 个 人 被 其 所 出 和 后 的 或 所 归属 的 社会 同体 

十 邮 下 量 

[1 黑 格 人 名 说 必 在 一 般 信 竺 为 了 最 商 的 真理 而 对 于 种 种 芒 准 惰 凡 作 伟 志 的 而 着 感受 

的 时 旗 : 基 二 靳 社会 所 贞 有 的 无 要 的 内 在 的 白 由 ,能 才 现 了 出 来 . “1 黑 格 外: 

才 历 由 暂 学 ,第 338 页 。) 

[z] 世 苦 经， 腓 立 比 书 # ,第 型 章 第 29 闻 。 

[31 ugaaine: THRe teyr are is ,17. 

[4] NMartin 是 .区 arty PerkerlerHism tm 下 -Trued Se Rhtouse 症 mpire pzza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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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抛 奔 ， 不 仅 意 昧 着 外 在 生活 的 黎 纺 ， 记 意味 着 内 在 梢 神 的 

和 失落， 成 为 无 根 的 游 瑰 。 基 督 徒 虽然 脱离 了 其 所 归属 的 共同 

体 ， 上 自我 放权 于 这 个 址 界 ， 仁 他 们 却 找 到 了 新 的 精神 归 罕 并 

因 下 而 充满 日 信 。 罗 们 特 : 马 库 斯 说 : “基督 征 是 现实 世界 

的 六 浪 者， 他们 涯 离 于 异 教 同伴 所 在 的 社会 ， 俱 却 知 道 自 己 

属于 另外 一 个 时 大 的 教会 团 位 .在 粤 古 斯 本 充满 倍 心 的 话语 

中 ， 所 有 早期 基督 徒 的 这 种 信念 得 到 表达 :“ 正 在 天 路 历程 上 

行进 的 这 个 教会 ， 是 与 天 鸯 里 的 教会 紧密 相连 的 ， 在 那里 ， 

我 们 有 天 使 做 我 们 的 同胞 。 ” … 人 … 基督 数 团 体 和 后 活 在 一 个 更 

大 的 团 剧 以 内 ， 他 们 通过 不 断 接 近世 至 亲近 这 个 团体 而 感到 

自己 将 会 成 为 其 中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。” 中 教会 是 人 昼 合 的 

大 家 寿 ， 有 从 圣 徒 作 为 人 的 闲 着 .与 杂 圣 徒 在 一 起 ， 教 会 后 

体 站 在 了 上 上 帝 面 前 。 

在 基督 教 信 履 的 支配 和 下， 基督 徒 个 人 的 灵性 生活 和 宗 

教 体验 也 液 养 着 个 人 主义 精神 . 

撒 据 疡 归 士 的 研究 ， 和 希腊 罗马 的 宗教 是 形式 化 的 { 外 

在 的 )， 而 不 是 内 在 化 的 。 人 与 神 没 有 符合 人 格 的 

(personalj 关系 。 在 这 种 宗教 中 ， 人 没有 自由 ， 也 不 能 表达 

自己 、 其 贱 予 人情 徒 的 责任 义务 感 不 会 超过 “ 爱 族 、 爱 区 、 

爱国 ”的 范围 ， 对 信徒 的 要 求 主要 是 属 守 繁琐 的 礼仪 与 戒 

律 ， 而 不 是 骨 在 的 伦理 要 求 。[ 但 耶稣 的 布道 却 淡化 宗 

教 的 外 在 方面 ， 直 指 人 的 内 在 世界 . 在 神 与 人 之 间 建 立 起 

人 格 化 的 联系 。 

基督 徒 内 在 的 精神 生活 ， 包 括 祈 寡 、 尾 悔 、 内 省 和 其 

他 形式 的 灵 收 活动， 使 他 们 感受 到 与 上 帝 同 在 、 与 上 帘 训 

[1 辩 见 约 葵 : 才 充 要 各 斯 主编 式 千 种 基督 教 中 ?第 68 一 反 由 - 

1z2] 允 见 占 亲 士 赤 希腊 替 马 社会 研究 ?$. 商务 印 片 售 .1947 年 , 上海 交 艺 出 版 社 重印 ， 

19o0 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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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 沟 通 的 恒 验 。[1 这 种 使 验 对 他 和信 个 性 的 形 克 只 有 重要 

在 追 淹 个 人 主义 起 源 的 时 候 ，4. 上 古 洛 维 奇 特别 强调 届 

吉 斯 本 的 精神 内 省 所 具有 的 典型 意义 。 对 奥 在 斯 本 精神 世 

界 的 个 案 分 析 ， 能 够 使 我 们 清楚 地 看 到 一 个 基督 徒 的 内 在 

心理 体验 的 个 人 主 交 性 质 。。&, 古 洛 维 奇 指 凰 ， 在 希 腾 世 

四 ， 信 类 内 在 的 心理 本 质 并 非 不 断 探 索 和 妃 问 的 对 象 。 才 

马 世 界 的 情 这 有 所 改变 ， 某 些 作 家 (如 风衣 卡 、 马 可 ， 奥 

勒 留 1 表现 出 了 专注 于 目 我 审视 的 逢 向 ， 但 真正 在 心理 具 

省 方面 的 重大 窗 破 ， 是 由 奥 二 斯 丁 实 更 的 。 和 下 筑 斯 丁 身 

上 ， 基 督 教 在 汉人 个 人 的 “内 在 空间 ”方面 和 获得 对 个 人 

的 深 人 理解 方面 获得 了 谍 定 性 的 进展 。 人 类 目 我 丝 过 了 新 

的 解释 ， 玫 始 薇 视 为 具有 意识 和 和 意志， 有 具有 推理 能 力 和 情 

感 的 人 格 实 位。 与 二 监 时 代 往 重 命运 ,将 个 人 从 其 牛 活 和 

行为 的 个 人 责任 中 解脱 出 来 的 作法 不 同 ， 奥 占 斯 十 宣称: 

“我 不 是 全 运 ， 不 是 必然 ， 不 是 亚麻 。” 昌 我 是 世界 

的 中 心 ， 和 直接 面 对 上 策 。 [2 

奥古斯丁 意识 到 间 已 是 一 个 个 体 的 人 。 他 这 思 自 己 的 人 

格 ， 根据 其 旦 身 鸣 权利 对 自己 作出 判断 。 他 和 作为 一 -个 人 直接 

面 对 上 帝 , 与 上 帝 进 行 心 半 的 交流 . 对 话 和 沟通 。0] 本 对 上 

帝 ,他 慎 懈 自己 。!4 除 了 造 萄 主 , 他 不 再 去 其 他 的 范 型 。 庶 声 

[1]] 如 -位 中 国共 此 徒 出 述 道 在 一 日 神 转 中 “我 心中 报 戈 切 , 知名 虎 得 上 斋 的 问 

在 ,如 在 面前 . 一 因 此 路 有 了 一 种 概 卜 切 , 极 亲 天 购 过 诡 。 下 . 像 我 与 人 陌 对 .感觉 

他 的 和 存在- 一般， ”! 雷 立柱 长 论 贡 荡 之 友 与 小 : 1900 一 1950 年 作 人 知识 分 于 眼 币 

的 基督 教 ? .社会 科学 立 献 出 版 社 ,2000 证 ,第 144 页 。) 

【2] Auarurn 他 orevich 3 人 ieara of 是 ropram 后 二 ntduatirm pp 31， 

[3] “我 在 如 此 思索 时 .你 就 在 我 身边 : 息 到 息 时 ,你 他 听 着 ;我 在 早 切 时 ,你 掌 揭 我 : 

我 二 在 世人 怡 大 首开 :你 并 下 亦 杰 我 。 (和 山 而 斯 上: 慎 必 于 》. 周 士 良 译 . 商 等 印 

书馆 ,1963 年 ,第 98 其 。) 

14] 有 导 悔 地? 胰 奥 而 斯 本 阿土 帝 的 独 口 ,上 市 总 是 内 第 一 上 了 称 形式 呈 了 -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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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 丁 与 上 帝 直 接 对 话 , 1 不 仅 意 味 着 他 努力 趋向 上 上 帝 ， 陡 找 

和 渔 望 上 帝 ,也 意 昧 着 造物 主 爱 他 ,指导 他 得 到 拯 较 ,造物 证 

策 要 他 ,他 的 相似 者 。 ,二 洛 维 奇 说 :个 人 与 其 造物 主 间 强 

列 的 相互 作用 ,以 腑 他们 同 持续 的 亲密 沟通 ,体现 了 《 慎 侮 录 》 

所 述 到 的 罕见 的 心理 张力 的 深度 。 ”02 

不 过 ,在 中 世纪 基督 教 的 氛围 里 ,独立 的 人 格 并 注 有 形 

成 。 基 拇 徒 的 个 人 主义 主 要 是 一 种 个 人 化 的 体验 .感受 和 楚 

度 。 从 世俗 社会 分 访 出 来 的 人 缸 融 人 神 性 中 ,人 功 然 没有 得 到 

解放 :. 4A .三 和 咨 维 奇 认为 ,在 理论 层面 .神学 家 关心 的 不 是 个 

上 大， 而 是 "persona , [3 后 者 的 定义 在 整个 中 进 纪 是 高 诬 抽 象 

的 。persona 是 理性 的 不 可 分 割 的 本 质 。 神 学 家 将 这 个 定 六 首 

先 用 于 甚至 只 用 于 上 帝 (fthe persona 出 vina)] ,因为 他 们 的 思想 

集中 于 造物 让 而 非 创 造物 。 神 的 persona 在 美 于 上 帝 三 位 一 

性 和 基督 的 神 性 与 人 性 的 争论 中 占有 重要 地 人 位。 古典 时 代 

将 persona 理解 为 戏 则 中 的 面具 和 司法 程序 中 的 行为 人 的 概 

意 害 取代 ,和 它 被 给 予 了 全 新 的 解 业 。 这 种 解 炎 将 焦点 从 人 转 

辐 了 神 ,但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聚焦 于 人 。. 因为 上 帝 和 人 在 基督 

中 合 一 了 。 当 说 到 人 不 是 自然 的 一 部 分 的 时 候 ,神学 家 们 想 

到 的 是 ,他 是 神圣 秩序 的 一 部 分 。 人 站 在 自然 和 超自然 的 边 

[1] “我 基 谁 ? 圭 上 啊 :我 的 天 职 是 同名 史 这 是 整个 中 世纪 人们 在 鸭 力 达到 白 我 意 翰 

时 不 断气 出 的 请 问 。(1Aaron Gunrevich。 ie Digans dy Europeonm 了 duaciroakiarnm ， 

bp.3s.) 

[2] iDbidp.94。 

13] 在 希 茧 罗 再 持 界 ,peron” 机 和 合 还 不 存在 。 和 希 入 立 的 proeepon 和 拉 上 二 文 的 Per 

ama 都 指 儿 各 二 的 面具 。 别 具 和 平公 二 是 一 个 人 【personl ,而 且 可 能 悟 好 是 相 态 

的 东西 。 波 所 在 其 背后 障 藏 闭 真 实 面 目的 persona 不 能 假定 有 任何 人 人 格 

paracnality), 就 如 抽象 的 法 人 - 样 , 这 样 的 人 只 能 是 法律 能 万 的 符号 。 在 加 马 

法 中 称 perona。 古典 出 由 家 首 洁 将 pemona 神 沪 社会 三 于 其 某 一 个 或 遇 的 社 

滞 角 色 。 这 个 词 在 鸡 剧 和 同 法 程序 中 使 用 ,与 心理 学 钢 城 大 相干 。( 大 网 Aaron 

好 IEYiCHE 了 和 放 从 7 训 让 二 瑟 regm ditr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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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芒 于 电动 广 时 

丁 

界 上 , 神 的 persona 构成 个 人 的 persona。 直到 15 世纪 ,在 尼 格 

时 ,和 辣 .… 闵 芒 (Nikolans von Guesl 那里 ， 人 上 茯 的 人 格 只 是 与 

昼 相 联系 , 才 引 起 化 的 和 注意. 他 说 :最 伟大 的 人 类 存 在 的 基 

础 , 基 神 的 persona- “他 提醒 大 们 “就 基督 的 人 格 而 言 ,他 没 

有 死 . "这 个 人 格 基 他 的 人 性 所 寄托 的 中 心 。L1 这样 ,一方 

面 , 人 的 神 尾 得 到 肯定 ; 另 一 方面 ,人 性 又 和 被 神 性 所 吸收 ， 

19 世纪 著名 史学 家 本 . 布 克 了 哈 特 (jakoh Burekhardt} 在 关 

于 文艺 复兴 的 经 典 式 研究 中 ,将 1 世纪 的 意大利 作为 人 

性 发 现 和 个 性 形成 的 时 期 。 他 指出 :在 中 世纪 ,人 类 意识 的 

两 方面 一 一 内 心 自 省 和 外 界 观察 都 一 样 一 一 …- 直 是 在 -- 层 

共同 的 细 幕 之 下 ， 处 于 睡眠 或 者 半 醒 状态 。'…… 人 类 只 是 作 

为 -个 种 族 、 民 族 、 党 派 、 家族 或 社团 的 一 员 一 一 上 是 通过 革 

些 一 般 的 范 栈 .而 意识 到 自己 - "从 文艺 复兴 时 代 的 意大利 开 

始 ,这 层 引 幕 最 先 烟消云散 。 人 人 们 强调 表现 它 自己 。“ 人 成 了 

精神 的 个 体 , 并 且 也 这 样 来 认识 自己 。 ”0 在 这 个 大 发 现 的 时 

代 ,人 类 不 你 发 现 了 外 在 世界 , 蝎 重 览 的 是 发 现 了 自己 。 在 这 

小 时 期 ,个 人 达到 ”高度 发 展 ” ,丰满 的 个 性 得 以 形成 。 

许多 学 者 都 仍 随 布 克 哈 特 关于 “世界 和 人 的 发 现 " 公 式 。 

但 是 当代 学 者 习 . 英里 斯 (Colin Mormis) 在 上 个 世 红 70 年 代 向 

布 锅 哈 特 的 公式 发 起 了 挑战 ， 他 将 人 们 的 注意 力 转 向 更 早 些 

时 候 。 在 他 看 来 ,个 性 的 发 现 并 非 在 1500 年 前 后 帘 然 出 现 的 ， 

面 是 从 11 世纪 晚期 到 12 世纪 中 期 笑 渐 发 展 的 铺 果 。!13] 这 个 

时 期 正 是 教 权 与 王权 斗 嫂 的 月 热 化 时 期 ， 也 是 精神 权力 和 人 世 

俗 权力 相互 净 脱 ， 其 区 分 更 为 鲜明 的 时 期 。 这 种 情 癌 无 疑 对 

和 . 本 一 向 国 HI-ir 了 | 直下 

本 本 :十 二 直下 4 本 咱 呈 

有 号 十 己 芷 用 上 

[1] 以 上 益友 Aaronm [nrevich Je Drigtn 二 ropeahe Tiesdaalm ,bp.96. 

121 雅 痊 布 " 布 克 险 特 :《 意 大 利 误 艺 策 兴 时 其 的 训 化 3， 何 新 谋 ， 商务 印 书 馆 ， 

1981 年 ,第 125 页 。 

[3] 。 Sec 点 aron 让 urevich The fitra 二 Eropeam Jadiotaguamyrmn，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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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 人 的 成 长 提供 了 有 瘟 的 坏 境 。 莫 星 斯 认为 ， 这 时 期 重要 的 

社会 、 宁 教 和 知识 变化 , 都 表现 在 如 下 事实 上 , 即 个 人 原则 塞 

得 更 重要 , 它 既 表现 在 个 人 与 上 之 的 关系 上 ,也 表现 在 个 人 之 

间 关 系 上 。 在 这 阶段， 许多 后 来 成 为 西方 人 特点 的 个 人 行为 

原则 出 现 了 。 

此 前 , 一 些 学 者 已 经 注意 到 了 12 一 13 世纪 人 的 观 傅 和 地 

位 的 变化 。 早 在 莫 里 斯 以 前 很 入, 《.H. 哈 思 金 斯 【Charles 

Homer 和 askins) 就 已 经 提出 了 ”12 世纪 的 复兴 "观念 .著名 政治 

学 说 中 专家 元. 鸟 尔 昌 【有 .Ullmann) 让 论 了 从 臣民 到 公民 的 

发 展 。L10 他 的 研究 集中 在 中 世纪 个 人 与 社会 关系 的 政治 法 律 

方面 ， 他 还 联系 现代 会 民 社 会 的 发 展 方向 来 分 析 这 个 问题 。 

他 认为 ,个 人 的 人 道 品 质 (humane quality) 亚 肖 占据 了 舞台 的 

中 心 ,个 人 开始 取得 优 于 社会 的 地 位 。 这 个 变化 的 最 初 胚 芋 ， 

机 以 追 潮 旬 12 或 13 世纪 。 但 尽管 如 此 ，. 古 洛 维 奇 指 出 ， 

“ 莫 里 斯 也 许 以 比 其 他 人 更 有 力 的 方式 ， 强 调 了 12 世 纪 复 兴 

的 重要 成 果 ， 是 具有 新 的 心理 倾向 舟 对 大 性 有 更 这 刻 洞 见 的 

个 人 的 出 现 。 "13 

无 论 我 们 是 理 同 意 以 莫 里 斯 为 代表 的 学 者 对 12 一 13 世 

纪 个 性 发 现 的 观点 ， 他 们 的 研究 都 进一步 证 实 了 基督 教 在 个 

人 主义 形成 训 上 的 重要 作用。 对 12 一 13 世纪 是 杏 个 性 发 现 的 

世纪 的 问题 我 们 可 以 暂且 存 而 和 不论， 因为 这 个 问题 很 大 程度 

上 取 急 于 人 们 对 “个 性 发 现 ” 作 何 种 理解 。 我 们 可 以 肯定 的 

是 ，12--13 世纪 的 确 在 基督 教 个 人 主义 发 展 中 上 是 一 个 重要 

的 闫 节点。 这 已 经 被 许 儿 学 者 所 承认 。M.D, 查 努 

(M.D .Chenal 认定 , “个体 意 识 的 觉醒 在 西方 出 现在 12 世纪 ， 

111] 本 altcr 条 1]lonann ， 了 TPRe Jaoiduo mmd mepet Fe 上 着 ea ondqden : 网 mthoem ， 

1067 ， 

123 non Curevich ， The 下 rigina 呀 瑟 aropeanm Hgreaiiit ,pb .5 

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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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半 于 如 吉方 圾 

-av 加 HECIEIIaFF 是 

这 时 个 人 意识 到 自己 是 一 种 "新 " 人, 发现 自己 是 这 思 和 研究 

的 对 象 。 [1 -再 洛 维 音 也 说 “最 早 在 13 世纪 ,就 达到 了 对 

个 人 琛 刻 的 理解 [2 即使 是 布 克 了 哈 特 也 式 认 ， 在 13 世纪 林 ， 

意大利 开始 充 满 具有 个 性 的 人 牺 。 ”0 

不 过 ， 应 该 说 ，12 一 13 世纪 对 个 性 的 发 现 试 总体 上 并 汪 

有 摆脱 基督 教 神学 的 范畴 。 这 是 基督 教 占 统治 地 位 的 时 代 ， 

人 人 狂 还 设 有 完全 从 与 神 性 的 柄 售 中 分 解 出 来 。 世 俗 的 个 人 主 

兴 只 是 在 立 艺 复兴 后 才 真 正人 基督教 的 母亲 中 脱 队 而 出 。54| 

我 们 还 应 该 看 到 ， 基 叔 教 神 掌 对 人 的 认识 是 二 元 性 的 。 

它 赋 邓 人 的 精神 世界 以 个 人 主 祥 特征 ,但 在 世俗 生活 层面 , 基 

督 教 的 观念 是 整体 主 闪 的 和 有 机 论 的 。 在 这 方面 布 克 哈 特 所 

说 大 仁 不 错 。 对 此 吕 . 硼 尔 克 说 得 比较 全 多:“ 真 下 的 中 世纪 

政治 愿 想 从 整 体 出 发 ， 得 它 郁 子 每 一 个 部 分 的 整体 一 一 直到 

和 包 描 个 人 一 一 以 内 在 的 价值 。”15 基督 教 的 -个 基本 观念 

是 把 人 分 为 “办 在 的 人 人 ” (inner man) 与 “外 在 的 人 ” (outer 

mamnj 。 前 者 与 上 帝 相 连 ,后 者 属于 直 俗 世界。 在 与 -上帝 的 关系 

中 , 大 是 狐 立 的 , 有 其 不 依 理 于 任何 社会 组 织 的 内 在 价值 ; 但 

在 世俗 社会 的 关系 中 ， 他 却 录 属于 特定 的 等 级 和 团体 。 如 卡 

药 尔 指出 的 ”人 类 生活 有 机 统一 的 感 党 对 基督 教 与 个 性 的 感 

觉 同 样 圣 关 重 要 -。 ”!61) 哈 雯 德 .本 伯 尔 曼 特 册 强调 从 11 世纪 

[11 号 ee 贞 aron Turevyich ,Te 站 mgirer of 感 xiropeam 由 maurrmm pp ， 1、 

[2] 上 Aaron 节 mrevieh ,Te Mg 瑟 aropeant meiaiduadism Pp.99， 

f3T 布 讽 吐 特 昼 大 和 立 艺 上 丰 其 时 期 的 立 化 $. 第 126 页 。 

[4 ae 为 前 名 的 意 昧 某 个 上 对 让 身 的 态度 避 对 白 身 的 首 训 的 词汇 ， 只 是 以 家 

教改 革 后 才 涌 行 开 来 。 表 天 人格 的 词 从 文正 复兴 后 站 为 大 人 徊 ,只 基 在 近代 才 得 

到 广 证 前 应 用 -See Aaron Curevich , 下 站 Pins 坟 晤 uropeam padiceaaerizsnmr yp -Sn ,) 

[5 马 rmn 姜 刘 本 eaueal Jeorim 旷 人 ge Midder 4er ,pp.T. 

『 站 ] anyje ,i 有 spnryr gr 用 ceaal Poiaieel 中 ery ,wo 可 ,pg ,二 过 近来 学 者 1 越 们 

趟 多 地 下 认 ,中考 纪 存 在 着 开 神 个 人 和 将 自己 与 杜 会 男 候 区 甘 开 来 的 韦 史 于 的 

个 人 主 电 。 



晚期 开始 的 所 请 “教主 草 合 "的 作用 ,在 他 看 来 “仅仅 基 伴 随 

着 西方 基督 教 世 界 在 11 世纪 晚期 和 拉 记 纪 分 型 为 教会 的 政 

治 体 和 世俗 的 政治 恒 ， 古 希腊 的 有 视 体 理论 才 第 - -次 能 够 

被 运用 于 西方 的 政治 生活 ， -但 范围 上 只 限于 这 种 政治 生 

活 的 一 半 , 即 址 和 俗 的 那 一 半 。 (如 委 仅仅 怠 “ 希 腾 的 有 机 悖 

理论 ”被 中 世纪 接受 而 言 , 这 种 谱 污 是 止 确 的 ,但 中 世纪 人 对 

“世俗 的 那 一 半 "生活 的 整 性 主义 观 人 鳄 , 却 幅 穿 整个 中 世纪 ,并 

不 限于 “* 教 和 谋划 俞 " 之 后 。 加 1 

基督 教 不 仅 将 个 人 了 融 人 国家、 等 级 、 行 会 等 世俗 的 社会 

共同 朵 ， 还 强调 个 人 在 世俗 世界 融 人 教会 这 -神圣 共同 体 的 

必要 性 。 基 督 教 造成 西欧 社会 结构 的 二 元 分 化 ， 但 在 宗教 各 

精神 生活 领域 ， 和 它 却 极力 追求 统一 。 人 与 上 帝 的 联系 舞 推 到 

彼岸 ， 而 在 此 岸 则 被 教会 所 截断 。 基 督 数 会 作为 此 世 的 精神 

共同 位 ， 是 高 度 同 质 竹 和 一 元 化 的 。 早 期 教 冬 梭 普 里 安 在 描 

述 信徒 与 教会 的 关系 时 . 与 希腊 人 在 描 汪 公民 与 城邦 的 关系 

时 使 用 同样 的 语言 。“ 主 教 团 是 一 (one)， 单 个 成 员 是 部 

人 允 ， 部 分 枸 成 整体 。 教 会 是 统一 体 、 但 它 通 过 有 效 的 扩展 ， 

已 经 无 远 弗 届 ， 人 和 人数 伏 志 。 陨 如 太阴 有 许 黎 光线 ， 但 兴 是 一 

个 ; 树 有 许多 枝条 ， 但 树干 是 一 个 ， 拓 在 一 个 根基 之 上 ; 也 

如 评 秦 河川 发 于 同一 狼 。 ”光线 不 能 与 太 再 分 离 ， 树 核 离 

开 树 干 允 不 能 生长 ， 河 川上 疡 了 源头 就 会 干 错 ， 同 理 ， 仿 徒 也 

高 不 开 教 会 阳光 的 哺育 。“ 离 开 教 会 无 救 恩 ， 这 样 的 人 是 异 

邦人， 蔬 浪 者 ， 敌 人 。 不 以 教会 为 其 寻 者 ， 人 重 不 会 有 上 上 帝 为 

[1 喻 罗 逢 -本 伯 和 尔 竖 法 律 与 革 侧 了. 第 351 页 。 

[2] 比如 ,中 世 扣 的 主 统 轴 杠 康 认 .国家 避 访 的 竹 泉 是 人 民 或 上 沙 司 悼 ,理想 政 惊 ! 混 舍 

朴 性 ?中 应 包 洁 民主 恩惠 或 民主 选举 的 成 分 . 福 律 应 体现 民 剖 等 ,这 里 所 说 的 " 人 

民 " 奶 蛋 留 在 抽 鳞 概 合 的 水 平 上 , 剖 由 各 种 团 储 徇 康 的 社会 有 机 共同 位 , 而 不 是 

独立 的 个 人 的 组 台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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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

其 父 ，”0D 这 样 ， 就 使 基督 教会 成 为 精 神 领域 无 所 不 在 的 压 

迫 力 重 , 个 人 主 交 只 能 存在 于 “ 男 -世界 "。 在 基督 教 的 历史 

上 ,于 然 有 区 分 “有 形 教 会 "与 “ 夸 形 教会 "的 传统 ,将 世俗 社会 

有 形 的 教会 视 为 有 缺陷 的 社会 铺 构 ， 代 载 会 本 村 竟 力 混 消 两 

者 的 区 别 。 基督 教 不 仅 是 一 种 人 你 迟 系 ， 也 是 - :种 社会 共同 

体 ,根据 造物 主 和 救 拱 主 的 教导 和 意愿 创造 的 世界 . 按 基 督 教 

的 观念 ,在 “自然 的 ”或 “肉体 的 ”人 与 通过 受洗 成 为 基 在 徒 从 

而 被 超越 的 人 之 间 .有 -条 户 大 的 鸿沟 .这 条 油 沟 其 能 通过 如 

人 教会 来 跨越 。 所 以 , 可 洗 人 教 就 构成 人 的 本 质 的 基本 超越 ， 

它 合 自 伏 人 联结 为 信徒 的 共同 体 。 通过 这 个 行为 .信徒 消融 于 

基督 教 共 阿 体 的 文化 符号 中 ,以 及 它 的 原则 和 般 范 中 .大 因此 

而 成 为 具有 人 格 的 人 (peron)- 1234 午 的 - 则 课文 写 道 …“ 和 通过 

在 基督 的 教会 中 的 洗礼 -个 人 (man] 成 为 -- 个 具有 人 格 的 人 

(person) -“ 雪 这 样 一 来 , 耶 乒 植 下 的 个 人 主义 有 乓 种 就 被 包 惠 在 

教会 的 卵 体 中 ， 教 会 -- 方 甸 通 过 推动 宗教 牛 话 和 抵御 直 俗 权 

力 的 侵犯 而 呀 护 和 钱 化 着 它 ， 另 一 方面 也 以 其 世俗 的 结构 压 

抑 了 它 。 不 过 毕竟 在 基 党 教 内 有 毒 生 了 一 股 不 可 明正 的 个 人 解 

放 的 力量 , 它 最 终 会 冲 决 教会 设置 的 吾 篇 。 近 代 人 获得 解放 的 

第 一 步 ,就 是 挣脱 教会 权威 压 换 人 的 外 壳 。 

五 ”由 神学 个 人 主义 到 世俗 个 人 主义 

与 近代 个 人 主义 相 比 ， 神 学 的 个 人 主 立 并 非 真 正 的 个 人 

[11 Crprman on 二 ENEy 吕 e 下 re， 各 Terory Httcnaonmn， 电 - ， 有 oemente of rstian 

人 Pacre 上 ，2H ， 心 xiong CDiwetsityy 1194 PP.72 一 73 ， 

[2] ”或 译 为 “一 个 自 妇 人 十 居 有 上 乓 格 "。 (See 上 mron Gurevick， 了 Re Trigens orFaropwan 

ET yy bp- 83 一 30.) 



主义 , 它 只 能 称 为 “前 个 人 主义 ”。 基 督 教 神学 的 个 人 主义 为 

近代 个 人 主 区 的 产生 准备 了 重要 的 思想 前 提 ， 但 直到 中 世纪 

未 期 , 它 仍 与 近代 的 个 人 主 头 有 着 本 质 的 区 别 。 

这 种 区 别 主 要 表现 在 : 

第 一 ,基督 教 个 人 主义 从 超 验 的 示 教 原则 出 点 ,以 上 和 为 

从 性 的 支撑 ,在 人 与 上 溃 的 联系 中 肯定 人 的 价值 和 得 严 ;近代 

个 大 主 久 则 依 世 俗 的 齐 德 原则 立论 ， 将 个 人 的 价值 建 基于 人 

的 自然 理性 和 情感 。 所 以 ， 前 者 肯定 的 是 人 在 上 帝 造 物 中 的 

尊严 以 及 在 上 帝 面 前 的 插 笋 ， 后 者 则 肯定 了 人 荐 整个 世 帝 的 

中 心 。 

第 二 , 基 悄 教 神 学 的 个 人 主 共 忠 及 的 并 非 完 整 的 个 人 ,或 

个 人 的 整体 ， 它 仅 系 及 人 的 精神 或 灵 百 。 它 将 人 的 姑 魂 与 网 

人 性、 精神 生活 与 世俗 生活 区 分 开 来 , 推 重 前 者 的 价值 ,使 前 者 

掉 脱 社会 联系 的 果 绊 ， 在 上 帝 面 前 获得 独立 的 价值 。 但 人 的 

肉体 和 世俗 生活 却 被 弃置 十 世俗 社会 ,和 作为 国家 .民族 .等 级 、 

碱 市 . 行 会 等 社会 共同 体 的 有 机 组 戌 部 分 。 所 以 .基督 徒 在 彼 

岸 世 界 是 个 人 主 六 的 ,在 此 岸 世界 却 是 整体 主义 的 。 用 奥 古 斯 

于 的 术语 来 表述 , 即 “ 上帝 之 天 " 是 个 人 主 交 的 ,而 "世上 之 城 - 

是 整体 主 浆 的 。 正 站 乌 尔 曼 所 分 析 的 ,在 中 世纪 ， 个 人 为 集 人 性 

或 社会 所 乔 只 "” ,被 省 设 在 社会 的 汪洋 大 海 之 中 ,社会 是 主宰 ， 

个 人 为 社会 而 存在 “个 人 利益 轻易 地 成 为 和 敬 献 在 公共 利益 和 

社会 自身 这 一 和 坛 前 的 牺牲 品 ”。 在 那里 ,重要 的 不 是 个 人 ,而 

是 该 个 人 所 承担 的 职责 。!11 这 就 是 说 ,基督 教 神 学 的 个 人 主 区 

并 没有 将 个 人 完全 其 整 迟 的 束缚 中 和 解放 出 来 ， 电 设 有 使 个 人 

成 为 社会 和 国家 的 基础 。 一 盘 认 为 ,在 中 世纪 , 只 有 奥 卡 姆 的 

{1] 可,.UUmann，TRe ThanEEHT aa SOciety 9 ein de，London: 网 pthucn、1967. 

pe . 了 一 站 

107 夺 

体 如 浊 村 区 可 让 FE 轨 二 申 - 帮 向 荐 和 里 汪 和 本 本 用 提要 村 生计 

峰 | 识 

六 要 妖 嘿 玄 昨 



J 和 让 壤 

六 建 

赎 了 上 柳生 bu 

月 叶 本 正品 

站 

丁 

威廉 从 唯 各 论 哲 学 出 发 ,认为 在 社会 领域 . 只 有 单个 的 人 才 是 

实在 的 , 而 国家 、 共 同体 等 不 过 是 一 种 名 称 。 这 在 基督 教 做 统 

中 是 :种 创新 , 它 为 近代 个 人 主义 准 首 了 哲学 基础 。 

第 三 ,基督 教 虽然 在 阳 论 上 承认 每 个 入 徒 直 接 面 对 上 季 ， 

但 在 它 的 发 展 过程 中 ， 人 体制 化 的 教会 换 人 和 人 上帝 与 依 秆 之 癌 ， 

充当 了 上 帝 与 信徒 的 中 介 或 桥梁 。 这 样 ， 教 会 便 横 巨 于 信 症 

与 上 帝 之 间 ， 基 督 徒 必 须 适 过 教会 才能 与 上 帝 沟 通 。 教 会 饥 

称 为 信徒 的 “ 挪 亚 方舟 ,人们 相信 ， 教 含 之 站 无 烙 题 。 然 阿 

教会 却 是 一 个 世 答 的 社会 结构 ， 它 将 信徒 的 精神 生活 从 国家 

的 控制 下 解放 出 来 ， 但 却 牢 牢 地 控制 在 自己 的 手中 。 如 此 一 

来 ， 某 督 教 许 给 人 们 的 精神 独立 和 自由 恒 天 天 打 了 折扣 ， 孝 

会 成 为 信徒 精神 解放 的 主要 障碍 。 

从 15 世纪 到 13 世纪 ,西方 思想 界 经 历 了 从 神学 个 人 十 

义 到 世 亿 售 人 主义 的 发 展 。 这 是 一 个 复杂 的 历史 过 程 。 它 是 

蚌 想 史上 几 个 不 同 的 内 素 相 互 交 会 融合 的 结果 ， 也 是 几 个 不 

辐 的 历史 进程 相互 作用 的 结果 。 它 们 大 体 上 包括 : 

(1) 由 于 中 世纪 末期 资本 主义 生产 方式 的 出 现 , 市 场 经 

济 的 韦 步 形成 .给 人 人 和 们 的 思想 观念 带 来 次 刻 的 变革 。 市 场 经 

济 使 个 人 从 自然 的 社会 联系 脐带 中 挣脱 出 来 , 成 为 独立 、 目 

由 和 平等 的 单子 。11 个 人 主 广 意识 形态 作为 资本 主义 市 场 

经 济 条 件 下 人 们 自然 的 情感 、 态 度 和 价值 观念 的 升 志 ,在 近 

伐 市 场 经 济 的 推动 下 开始 形成 。 资 本 主义 生产 方式 是 近 作 

个 大 主义 产生 的 基本 动力 。 

《2) 基督 教 的 神学 个 人 主 区 在 中 世纪 末期 簿 渐 浸 猎 透 人 

世俗 的 社会 结构 。 关 于 个 人 精神 价值 重要 性 的 观念 不 可 能 总 

[1] 马克思 说 : "这 种 418 介 纪 的 个 人 .一 方面 基 革 诗 社 会 形式 解 址 的 产物 , 站 一 克 而 

是 二 世纪 向 米 新 兴 牛 产 用 的 产物 。 “全 二 克 思 好 烙 晰 选 措 ?第 2 人 葡 ,第 蜂 页 .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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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宝 因 上 楷 于 纯 精 神 领域 ， 人 在 精神 领域 中 获得 的 自尊 也 不 可 

能 长 期 与 世俗 领域 的 帮 辱 地 们 并存。 基督 教 的 个 人 主义 作为 

一 种 感 党 和 态度 ,在 它 的 长 期 流传 过 程 中 ,从 精神 领域 交 人 世 

俗 领域 ,扩大 与 上 帝 的 关系 羡 人 人 人 与 社会 的 关系 ,从 而 产生 了 

关于 个 人 的 世俗 社会 关系 ,关于 个 人 与 他 人 .个 人 与 社会 关系 

方面 的 个 人 主 立 意识。 

(3) 415 一 1]7 世纪 ,点 方 社会 经 所 了 全 醒 的 世 傣 化 过 程 。 一 - 

方面 ,天 主教 会 在 与 世俗 国家 的 争斗 中 最 终 章 到 惨败 .教会 经 

历 了 沦 为 "巴比伦 之 四 "的 局 友 .大 分 裂 的 自残 . 宗 坊 大 会 运动 

和 异端 运动 的 冲击 等 , ! 加 上 教会 自身 的 世俗 化 和 腐 由 . 使 

它 的 精神 权 感 和 道德 权威 严重 爱 损 。 教 会 权威 先 时 使 社会 和 

个 人 得 到 一 定 程 上 的 解放 。 另 一 方面 ， 由 于 社会 的 进步 ， 经 

济 、 科 技 和 文化 的 发 展 , 城市 的 兴起 和 和 市民 阶 级 的 壮大 , 带 来 

社会 的 焉 蔓 世 傣 化 和 个 人 的 成 长 世俗 化 和 个 人 的 成 长 变 互 

推动 ， 相 得 益 朝 。 它 在 思想 领域 的 表现 就 是 文艺 复兴 运动 中 

的 人 文 主 光 思潮 的 流行 。 人 文 主 立 者 计 不 和 否认 上 帝 ， 和 组 他 们 

关注 的 焦点 不 是 上 帝 而 是 人 ， 不 是 逢 岸 得 救 而 是 此 岸 幸 福 。 

币 们 把 人 理解 为 扳 立 的 个 体 ， 而 不 是 某 种 类 型 的 人 。 他 们 努 

力 涛 现 人 的 以 值 , 上 表征 人 的 尊严 , 撑 气 人 的 本 质 , 用 人 的 眼光 

来 观察 世界 。 在 文艺 复兴 运动 中 ,被 基督 教 禁 钢 于 精神 领域 

中 的 个 人 主义 意识 开始 在 世俗 领域 中 表现 出 来 。 

(4)》 16 世纪 的 宗教 改革 运动 和 新 教 思 想 的 流传 ， 彻 底 

打破 了 教会 的 权 感 ， 恢 复 了 基督 教 作为 个 人 得 救 宗教 的 原 

[1] 泛 风 比 说 芋 概 灿 会 的 囊 落 到 上 让 了 六 窗 种 击 : 13 世 型 喜 皇 与 腓 特 而 一 此 的 种 训 ， 

14 翰 纪 教皇 学 为 “ 岂 比 伦 立 加" 1378 一 1417 年 教会 鬼 "大分 玫 " 1115 世纪 教学 与 

宗教 富 认 着 动 的 冲 帘 ;16 世 如 的 宗教 改革 ; 计 宗 教 睐 划 引 发 的 宗教 战争 ./ 阿 诺 

德 活 因 出: 《一 个 历史 学 家 的 宗教 观 ?,， 曼 可 佳 . 张 龙华 译 .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丰 . 

I938 年 ,第 II 193 页 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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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 ， 使 个 人 从 教会 的 束缚 下 解放 出 来 。 新 教 思想 的 核心 是 

“ 因 信 称 义 " ,1 即 每 个 大 侈 凭借 自己 内 必 对 圭 帝 的 信仰 而 

与 上 帝 沟 通 ， 得 到 上 帝 的 拯救 ， 不 需要 教士 和 教会 作为 中 

介 - 路 德 声 称 , “我 们 所 有 和信 侧 基 督 的 人 在 基督 里 都 是 教 上 

和 玉 ”"。 这 样 ,新 教 就 将 教会 从 情 徒 与 上 帝 之 间 驱 逐 出 去 ,在 

信徒 的 列 魂 邱 上 带 之 间 建 立 起 个 人 性 的 家 接 联 系 。 这 种 观 

念 鹤 卢 克 斯 称 为 “ 宗 散 个 人 主 头 ”。03 以 往 教 会 所 争取 的 

“教会 白 由 “(tibertas) 或 妖 道 院 的 白 由 ,都 属 二 集体 权利 或 特 

权 ,， 它 是 由 国 于 特许 和 “ 批 状 的 "， 或 是 从 国王 那里 争取 到 

的 ,但 它 不 是 个 人 日 自 。 个 大 自由 的 要 求 在 新 教 思 想 中 才 第 

一 识 正 式 出 现 。 

在 这 里 ， 我 们 无 意 论述 近代 个 大 主 交 产生 的 整个 过 

程 。 我们 所 关心 的 ,是 基督 教 的 个 人 主 久 与 13 世纪 上 由 主 

竖 的 个 人 主 关 立 加 的 内 在 联系 。 我 们 需要 循 着 基 党 教 神学 

发 展 的 肯 身 线 宗 ， 理 出 从 中 世纪 个 大 主 六 向 17 世纪 过 湾 的 

主要 环节 - 而 新 教 思想 是 基督 教 自 身 的 晓 变 ,是 这 个 转 塞 过 

程 的 关键 一 环 。 宗 教改 革 的 了 冲动 ,表面 上 是 由 教会 离 败 引起 

的 反应 ,但 在 襟 层 里 , 是 由 它 自身 所 草 灾 的 丰富 的 灵 牲 资源 

俊生 出 来 的 ,也 就 是 从 它 所 攻击 的 忧 统 内 部 发 展 出 来 的 。 市 

代 和 中 世纪 基督 教 的 个 人 主义 主要 通过 新 教 思想 ， 并 通过 

与 来 名 其 他 源头 的 个 人 主义 思想 得 融会 ,0 而 成 为 17 世 饶 

个 人 主义 的 组 成 部 分 。 

新 教 信 仰 将 个 人 的 良心 置 子 一 切 外 在 权威 之 请 ， 反 上 映 了 

[1] “Justofcation by Hith 或 可 译 为 “ 唯 信和 得 救 ". 

[21 中 蒂 妇 : 卢 克 斯 :个 人 人 主 交 :分 折 与 批判 3 第 101 页 。 

[3 这 里 所 说 的 其 他 阁 头 上 揪 :斯 过 草 沽 的 个 大 主 台 归 鳄 , 电 志 法 的 个 人 主 实 精神 ， 

中 上 世纪 加 的 型 社会 关系 哺育 下 个 大 的 成 长 . 中 世纪 城市 市 民 的 个 人 主 习 音 册 

等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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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种 已 经 撑 疏 教 会 权威 的 外 壳 人 役 土 而 出 的 全 新 的 个 人 意识 。 

路 德 率 先 发 起 了 对 古老 的 教会 权 感 的 深刻 反 此 。 当 被 要 求 放 

奔 信 仰 时 ,他 说 ， 我 处 能 而 且 将 来 也 不 会 放弃 信人 币 "。 在 他 的 

讲话 和 文章 中 “自由 ”… 词 出 更 的 频 律 很 高 “我 光 望 自由 ”， 

他 说 ,我 “不 希望 碟 为 任何 权威 的 如 球 ， 和 我 将 充 注 自信 地 

宣布 我 们 信和 种 的 是 真理 ,…… 我 不 在 乎 什么 权威 “。!9 他 的 那 

名 名 二 :我 的 立场 就 是 如 此 " ,代表 着 近代 蝴 发 的 个 人 自 售 与 

自得 意识 ,共用 对 精神 自由 的 痪 强 追 求 。 路 德 谋 依 ,作为 办 在 

的 人 , 属 允 的 人 ,人 超越 万 有 之 上 ,超越 显赫 的 君主 之 上 ,万 有 

都 受 他 管辖 ,不 得 不 为 他 得 救 的 事 效 力 。bl 

以 往 基 督 徒 追 求 内 在 手 界 的 自由 ,主要 是 反对 世俗 国家 

的 干预 .新 教 比 传 统 基督 教 更 鲜明 地 区 分 了 精神 领域 和 世俗 

领域 ,将 世俗 权威 更 彻底 地 从 精神 领域 中 驱逐 了 出 去 , 但 它 

却 将 政 头 主要 指向 教会 。 控 新 教 思想 ,信人 刷 若 不 是 他 们 自由 

地 选择 或 表达 出 来 的 话 ., 就 没有 什么 价值 。 所 以 信 仲 全 然 是 

个 人 的 事 , 属 于 个 人 的 内 在 世界 -在 新 教 那 里 ,每 个 信徒 自己 

是 肯 己 的 牧师 , 利己 是 自己 的 上 帝 , 自己 是 自己 的 异 轴 。131 

以 往 基 督 教 告 于 人 们 , 世俗 权 感 没有 实 档 进 人 精神 领域 ， 现 

在 路 德 进一步 宣称 ,教皇 和 宗教 会 议 也 并 非 灵 绕 的 终极 权 

威 。 要 认识 上 帝 ,得 到 择 救 ,每 个 人 只 能 信赖 自己 。 这 样 , 世 

惟 权威 不 行 , 宗教 权威 也 不 灵 , 真正 的 最 高 权威 是 自己 的 良 

心 。 路 德 说 性 我 的 臭 心 ,我 的 良心 是 为 上 帝 的 话 所 约 东 。"f4 

这 种 信念 经 过 新 教 运动 的 传播 植 人 和 回响 于 每 个 新 琢 徒 心 

[1] See 开 . 丁 ,Maler， Freeaom in 由 = 了 emperm 人 or 阳 : Rom 岳 e 有 Dr es 可 Te 

Demacracr ,p, 163， 

[ 引 大 见 《右手 选 失 外 上) ,第 352 页 。 

[3] 和 染 救 改革 二 百年 后 , 糙 夸 说 :我 自己 的 头脑 就 是 我 自己 的 炸 会 。 " 以 放 因 选 扒 池 ， 

妃 请 机 等 译 , 商 竹 印 书 忆 .1981 年 . 蔬 349 页 。! 

[4] 《路 名 选 拱 34 上 上 1. 第 15 焉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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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。 由 于 每 个 心灵 与 上 帝 真 接 对 话 , 结 果 在 每 个 大 心中 部 有 

一 个 上 这 ,与 别人 的 上 帝 不 同 。I1 每 个 人 心中 的 上 帝 便 成 为 

他 独立 人 格 的 坚强 支撑 。 随 着 统一 的 权威 主义 教会 的 解体 ， 

在 世上 出 现 了 无 数控 信仰 组 合 的 自由 教会 .0 由 于 将 情 侧 和 

理解 《圣经 》 的 权利 交 给 个 人 , 最 终 使 新 教 的 教条 也 县 到 批 

判 ,《 圣 经 》 也 屈从 于 理性 这 柄 无 情 的 解剖 刀 。 而 这 一 切 , 谤 

来 的 是 个 大 的 解放 。 

通过 对 教会 权 戚 的 和 否定， 宗教 个 人 主义 或 地 学 个 人 主 

义 在 新 教 神学 中 达到 其 预 峰 。 通过 宗教 改革 的 洗礼 ,在 西方 

世界 , 个 人 成 为 世俗 世界 的 签 极 价值 , 其 他 种 种 都 只 上 有情 

对 的 价 和 人家。 宗教 改革 后 ,新 教徒 就 惰 其 依 怖 为 基准 调整 对 贡 

俗 政 治 的 态度 ,无 论 他 们 主张 服从 还 是 抵抗 ( 肾 君 可 抗 论 略 

无 论 他 们 选择 压迫 还 是 宽容 ， 都 服务 于 维护 个 人 的 内 在 信 

仰 ,服务 于 个 人 精神 生命 的 需要 。 这 - -点 特别 是 在 加 和 尔 文 教 

文中 得 到 充分 实现 。 姑 尔 文 主义 者 是 现代 人 的 典范 ,他 有 具有 

以 预定 论 为 基础 的 钢铁 般 意 志 ， 以 及 对 来 自 天 党 撼 阔 的 海 

求 。13 他 们 将 精神 的 白 我 监察 和 意识 的 内 在 化 推 同 板 哨 ,从 

而 合 个 人 越 来 越 六 我 中 心 化 。!41 加 尔 文 将 信徒 与 上 帝 的 头 

系 理 解 为 不 需 中 介 的 直接 关系 和 忆 约 关系 ， 并 突出 强 绊 个 

人 人 义务。 对 于 加 尔 文 主义 者 来 说 ,每 个 人 焉 立地 站 在 上 六 面 

前 , 注定 得 到 永生 或 永 罚 . 只 车 他 的 良心 引导 其 达到 耶稣 的 

真理 - 

学 者 们 普遍 妹 认 新 教 思想 对 个 人 主义 的 贡献 -0H. 幼 勤 指 

[1 弥 汞 略称 他 们 是 “他 拉 1 自己 的 异 婴 " 。( 引 自主 雪 ， 德 : 拉 坷 有 本 欧 淋 同 南 语义 

呆 $, 杨 军 译 , 青 林 人民 出 版 杜 ,2001 年 ,第 13 真 ，] 

12] 路 和 视 死 后 -- 个 刍 衣 .大 的 出 鞠 了 了 1 后 个 新 教 教 误 ， 

[3 See Serge Latouche，The 了 prkernEatior 吁 1 人 ord .trans， hy 瑟 oneecinarm Morria， 

下 city 了 Prea6y 本 晤 站 ，P，3， 

id4] 夭 狗 出 更 广 - 卢 克 斯 区 个 大 主 交 :人 营 析 与 批判 ,第 10? 和 ， 

上 1 之 



出 , 新 教 有 是 “日 益 发 展 的 个 人 主 立 的 另 一 种 表达 形式 ”。 1 篇 

姆 斯 布 町 斯 也 肯定 旋 :宗教 改革 "本 质 上 就 是 对 个 性 原则 的 

主张 , 也 怠 是 对 真正 逐 教 月 申 的 主张 "。 菩 D. 山水 也 短 同 此 

襄 :“ 现 代 主 关 精 神像 : 根 主 线 , 从 16 过 纪 开始 贯穿 了 整个 西 

方 文明 。 它 的 根本 省 关 在 于 :性 会 的 基本 单位 不 再 是 和 格 体 , 行 

会 ,部落 或 城邦 ,它们 都 逐渐 让 位 给 个 人 。 这 是 西方 人 理想 中 

的 独立 的 个 人 , 他 拥有 自决 权力 ,并 将 获得 完全 的 自由 - “这 

类 独立 自主 和 自由 的 个 人 ,作为 一 简 "新 人 ”的 凯 起 , “是 宗教 

改革 的 显著 后 果 之  …， 它 首次 把 个 人 民 知 遵 奉 为 判断 的 源 

愉 ”。131 

但 也 有 人 认为 ,新 教 思想 就 其 本 身 而 吉 并 非 个 人 主义 的 ， 

它 只 是 产生 了 解放 个 人 的 后 果 。 比 如 J.N. 菲 吉 斯 就 认为 ,加 

尔 文 泪 "肯定 不 赞成 个 人 自由 ,但 是 它 在 理论 土 反对 世俗 权力 

的 干涉 ,甚至 以 它 自己 的 方式 来 反对 君权 。 因 此 ,尽管 加 尔 文 

主 立 本 号 不 名 腊 个 人 日 由, 但 如 和 尔 文 主 六 在 法 国 .入 兰 和 苏 格 

兰 , 或 者 在 思想 领域 ,或 者 在 实践 领域 , 邦 成 为 现代 自由 权 的 

基础 。 不 过 它 上 自身 却 并 无 这 种 但 爱 - ”141 拉 斯 基 也 指出 :个 人 

的 解放 是 宗教 改革 的 副产品 ， 在 任何 意义 土 都 不 是 它 的 本 

质 。 ”新 教改 革 家 “无 :例外 地 痛恨 自由 社会 的 基本 原则 "”， 

“路 德 在 所 有 社会 制度 问题 上 是个 保守 主义 者 "没有 任何 有 

力 的 证 据 能 侃 使 我 们 将 加 尔 文 视 为 个 人 主义 的 倡导 者 "。65 

我 认为 ， 上 述 两 种 观点 各 自从 不 同 的 角度 界定 了 新 喜与 

个 人 主 多 的 关系。 在 世俗 领域 ,新教 并 非 个 人 主 六 。 它 仍然 属 

TH See H.T.NMuler ，Freerom 记 证 e 可 eatera 二 or 更， 疗 ont 二 Da 天 ses io 只 5r or 

门 Pronrgey . 牟 ，15， 

[2 潮 婚 斯 : 布 帧 斯 :4 境 至 时 巧 帝国 ,第 3293 页 。 

[3]  D, 贝尔 赤 查 森 主 闫 的 立 化 子 持 》, 第 E1 页- 

[4] 本 NEigEisg ,Poliaacel 了 nagtt。Frpm erroP ED rofid， 一 了 535 ,PPp.155 一 156- 

[5 Caski, 9 Resre 地 后 urape akbrraizsm PP.30--332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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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神学 个 人 主义 的 范畴 ,但 它 把 神学 个 人 主 多 发 展 到 了 了 极 

致 。 通 过 与 当时 正在 兴起 的 源 于 其 他 传统 的 世俗 个 人 主 祥 思 

潮 合 流 , 它 成 了 近代 个 人 主 交 思想 的 直接 前 身 。 

从 思想 骸 展 本 身 的 级 出 传 亲 关系 来 看 ， 新 教 四 香 对 近代 

个 大 主 妆 的 形成 影 喇 最 大 ,也 最 直接 .一些 西方 学 者 认为 ,月 

册 主义 不 过 是 没有 上 遍 的 新 教 , 反 过 来 说 也 成 立 , 即 新 教 不 过 

基 保 留 了 上 帝 的 自由 主义。 新 教 可 以 说 是 纯粹 的 神学 个 人 主 

必 , 它 完 破 了 教会 结构 对 个 人 的 束缚 ,使 基督 教 内 涵 的 个 人 证 

多 精 神 艳 正 得 到 解放 .站 而 自由 主义 是 新 教 恩 想 的 志 俗 化 ， 

将 新 教 思想 所 列 含 的 个 人 主义 精神 从 精神 领域 移植 到 世俗 领 

域 ， 扩展 到 整个 人 的 生活 。 一 些 对 个 大 主 广 持 批评 态度 的 思 

想 家 也 把 个 人 主 愉 灾难 的 检 源 追 斋 到 新 教 思 想 -。 比 如 19 此 纪 

的 保守 主义 者 约 巧 夫 ' 德 . 梅 斯 特 (Joseph de Maistre) 就 指 真 

说 ， 正 是 路 德 前 新 教理 论 将 个 人 主义 这 个 魔 时 从 牢 黎 里 释放 

出 夷 .，02] 

到 替 布 斯 这 里 ， 大 们 和 看 到 一 个 完整 彻 扩 的 直 俗 个 大 主 当 

理论 址 系 星 现 于 寺 间 。 学 者 们 一 般 都 认为 赴 布 斯 是 近代 个 人 

主 只 的 葛 基 人 。 如 A. 药 厦 (aa.Hayan) 指 出 :和夫 布 斯 惰 普 遍 视 

为 近代 个 大 主 必 的 创始 人 ,个 人 主 浆 之 父 。 ”0C. 雪 克 弗 森 

ti .了 .Macpbherson) 也 认为 :“ 个 大 主义 作为 -种 基本 的 理论 六 

场 ， 其 起 源 至 少 可 以 追 普 伸 霍 布 斯 。:……… 他 的 基 木 预 设 是 商 

1l1] 喜 到 驱 代 ,新 教 的 北欧 比 夫 主教 的 南欧 更 具 个 人 主 习 精神 .直至 以 北欧 称 民 为 主 

恒 前 北 英 由 比 以 南欧 移民 为 主 坷 的 南美 更 具 个 人 王立 精神 ， 

{2] 大 网 李强 以 和 白 由 主 冻 ?第 生 页 -。 有 亏 思 的 是 .在 19 世 匈 审 , 当 个 人 主 立 这 个 概 

党 带 着 古 站 出 现在 央 想 界 的 时 能 ， 妈 瑟 夫 :世相 斯 特 、 蘑 - 博 钠 尔 逢 【de 

Bonaldi 各 拉 芒 纳 其 【Lamesarmas) 等 保守 主 必 考 、 兰 西 [] 受 其 从 害 在 访 责 个 人 主 

立 的 加 时 .都 诉 请 士 宗教 来 克服 个 人 二 关 ,实现 社会 的 统 … 和 谐 ， 

【3]】 辣 Ian Rayan， 呈 oaes 下 Tiaauizm 证 让 -各 ,了 , 且 ngers 生 点 lam 卫 ayun ed ， Per- 

Pet 站 了 了 Ret 下 is -人 Frr] :个 1nerncun Preans 1 有 了 Th ,如 ] 



度 个 人 主义 的 。“I8 在 文艺 复兴 时 代 , 个 人 主义 只 表现 为 一 种 

自然 的 思想 意识 和 人 人 文 主义 精神 ,到 雹 布 斯 这 里 , 它 获得 了 日 

党 的 理论 形态 ,并 成 为 政治 哲学 的 基础 。 

在 霍 布 斯 那里 , 个 人 是 政 苔 分 析 的 对 象 , 是 佑 种 同和 作 、 答 

望 . 意 志和 权利 的 主 怀 - 通 过 运用 伽利略 式 的 "分解 一 一 综 人 台 ” 

法 ,他 将 政治 社会 析 解 为 终极 单元 , 即 个 人 。 将 基督 教 彼岸 世 

界 的 个 人 主义 、 上 帝 之 城 的 个 人 十 义 置 摘 为 人 类 自然 状态 的 

个 人 主义 ， 并 将 其 由 上 自然 状态 延伸 到 国家 状态 。 在 自然 状态 

下 ,人们 是 自 和 由 .平等 和 独立 的 , 目 秘 而 贷款 地 起 求生 己 的 权 

力 和 利益 。!21 受 个 人 的 激情 的 推动 和 理性 的 指导 , 出 于 他 们 

自己 的 动机 ,大 家 相 五 订立 帆 约 。 通 过 讨价还价 ,达成 转 主 权 

利 的 交易 ， 从 而 建立 了 回 家 。 葡 订 揣 约 完全 是 个 人 行为 ， 是 

“每 一 -个 人 都 与 每 一 个 其 他 大 订立 信 约 ”, 11 国家 是 个 人 的 集 

居 创 造 ,个 人 太 其 日 然 权 利 构成 国家 和 社会 的 基础 。 替 布 斯 把 

国家 称 为 "人 造物 仁 ", 即 不 是 自然 的 产物 -。 它 虽 然 是 化 多 人 为 

一 人 的 统一 人 格 , 但 它 是 由 单个 人 构成 的 。 1 国家 的 权力 尽 

管 强大 而 们 人 环 怖 ,但 它 的 权力 源 于 个 人 概 利 ,其 日 的 是 为 了 

个 人 人 。 中 世纪 作为 国家 上 标的 “共同 的 善 " 被 放弃 了 , 取 而 代 

之 的 是 个 人 的 自我 利益 ; 等 级 (集体 或 团体 ) 的 权利 或 特权 被 

放弃 了 ,取而代之 的 是 对 一 悉 性 的 个 人 权利 的 诉求 。 “ 直 布 斯 

的 个 人 是 原子 化 公民 社会 中 自己 的 “所 有 者 ", 而 不 是 作为 道 

[1 及 -了 arPheraon THe Po TUEopy 坟 Possesdie 了 HE 了 es Locie， 

人 ztomj Uruivergity Ercas 1962.p.1T- 

121 卢杰 措 速 徇 自 然 妆 态 比 加 布 斯 更 充 业 个 人 主 立 精神 ， 王 市 斯 阶 自 热 并 和 劝 昌 非 

慌 答 状态 和 非 国家 敌 态 ,但 却 基 社会 鸭 坊 , 洲 克 也 其 如 此 ,但 产检 对 白 部 类 态 

的 描述 却 从 非 社 会 牧 态 . 即 党 全 狐 立 的 自 扒 大、 直 正 得 在 孙 式 的 个 人 于 培 。 

【大 见 万 椒 交 沦 大 烽 不 平等 的 起 轩 布 基础 》, 李 常山 译 ,商务 印 书 悄 ,1997 年 - ) 

131 区 布 斯 区 利 维 坦 》, 柳 四 复 .可 廷 韶 译 ,商务 纯 书 迟 ,1985 年 .第 133 页- 

i4] 在 发 利 维 坦 y -: 书 寺 而 的 钢 和 版 夯 上 ,. 作 凡 人 和 道 蕊 人 的 国家 ! 利 准 坦 ) 由 无 教 小 

人 和 白 热 大 ) 组 而 。 世 术 地 直达 了 了 征 布 斯 的 司 亲 更 贞 ， 

FT 一 mm 昌平 + 有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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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 整体 的 社会 共同 体 的 - 员 。 ”0 尽管 国家 为 了 安全 与 和 平 

的 日 的 行 司 着 几乎 无 限 的 权力 ， 但 个 人 的 自我 保存 本 能 仍然 

被 视 为 人 的 自然 权利 , 它 其 至 可 以 抵抗 周 家 。 

电 布 斯 的 个 人 主义 是 新 教 精神 在 世俗 领域 的 表现 。 在 新 

示 那 里 , 世 答 世界 被 刊 夺 了 精神 实质 和 方向 ,人 的 灵 玩 孤立 无 

恢 地 面 对 上 帝 。 他 寻求 上 帝 , 版 依 上 帝 , 得 到 上 上帝 的 恩典 , 都 

纯 然 是 个 人 的 事情 。 只 有 他 个 人 要 对 上 带 负 责 。 对 替 布 斯 来 

说 .人 罐 独 地 生活 在 被 上 帝 直 弃 的 世俗 世界 里 ,他 需 在 被 刊 夺 

了 精神 实质 和 方向 的 扯 界 中 后 话 。 新 教 考虑 的 是 : 人 怎样 扳 

立地 面 对 上 帝 ? 专 布 斯 关注 的 是 :人 怎样 在 没有 上 上 上帝 的 世界 生 

语 ? 新 教徒 背 对 性 众 社 会 . 单独 地 面 对 上 帝 : 霍 布 斯 使 其 转 这 

号 米 ， 三 立地 面 对 他 的 同伴 和 国家 。 神 学 话语 转变 为 世俗 话 

语 , 弧 站 的 信徒 转变 为 独立 的 公民 !{ 或 臣民 }。 通 过 这 一 转变 ， 

神学 的 个 人 主 文 变 成 了 世俗 的 个 人 主 匀 。 

蝶 前 所 述 ,新 教 并 . 非 在 基 叔 教 传 统 之 外 发 起 的 划 命 ,而 是 

其 基督 教 自身 的 灵性 资源 中 获得 力量 。 它 所 做 的 是 砚 开 教会 

权威 主义 的 硬 壳 而 从 中 拯救 出 个 大 主义 精神 。 而 翟 布 斯 的 个 

人 主义 不 过 是 世俗 化 了 的 新 教 。 他 既是 终点 ,也 是 开端 , 即 基 

督 教 神学 个 人 主义 的 终点 ,近代 自由 主 交 的 个 人 主义 的 开 

疾 。 起 布 斯 的 思想 曾 备 受 教士 们 的 嫉 恨 ,但 他 们 不 知道 , 霍 布 

斯 被 视 为 反 基 叔 教 的 思想 正 是 基督 教 思想 合乎 逻辑 的 发 展 。 

公元 1 世纪 耶稣 布道 在 人 间 植 下 的 个 人 主 立 肛 种 ， 经 过 一 千 

五 下 年 的 认养 故 育 , 到 霍 布 斯 这 里 终于 脱胎 成 形 。 

111 John 攻 hrenber 芝 ， 让 RE 号 ozertyr， 了 Re PUT try 于 和 mm JE eew Tork ，Miew 二 nr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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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元 视野 中 的 国家 

基督 教 政治 哲学 将 其 关于 人 的 二 元 性 观念 投射 到 国家 

(或 政府 ) ,形成 了 对 国家 的 新 认识 。!14 受 基督 教 影响 ,西方 

人 的 国家 观 出 现 了 重 估 转变。 对 人 的 二 元 分 析 , 档 戌 基 营 教 

新 的 政治 认 知 方式 的 出 此 点 。 它 立足 于 镍 岸 认 识 此 岸 ， 立 

是 于 精神 事 笋 认识 世俗 事务 ， 立 足 于 个 人 认识 国家 。 由 于 

上 帝 {( 或 教 权 ) 的 介 人 人 ，“ 公 民 {( 或 臣民 ) 一 一 统治 者 《或 政 

府 )” 的 单 维 度 关系 变 成 由 “上 帝 (或 教会 ) 信徒 《或 臣 

民 ) 一 一 统治 者 ”构成 的 三 角 关 系 , 使 基督 徒 从 一 个 新 的 维 

度 试 识 国 家 。 册 此 形成 的 关于 国家 性 质 的 认识 以 及 对 国家 

的 政治 态度 和 情感 ， 都 直接 成 为 近代 自由 主义 的 思想 来 源 

和 文化 精神 源 凡 。 

[11 绵 们 在 这 里 主权 讨 认 基督教 关于 国泰 性 质 的 思想 下 其 对 国家 的 情 申 和 基本 

态度, 在 古 绕 和 中 世纪 . 挤 学 宗 们 是 在 和 不同 的 是 目下 讨论 这 些 问 题 的 .包括 王 

梭 ! 尝 权 ) ,世俗 权力 .政府 等 ， 在 中 世纪 的 政治 思想 中 ,还 被 有 几 代 音 交 后 的 

“国家 " 概 闵 。1Scte 友 .UIlmana ,于 =eeal Popsiecar 了 Rangpe Ph-13.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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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”世俗 权力 的 神 性 与 恰 性 

基督 教 对 国家 的 认识 浸透 着 一 元 主 交 和 精神。 它 通 过 对 世 

俗 权 妃 的 神 性 的 确认 ,为 国家 的 存在 握 供 了 和 教 的 合法 性 ,从 

而 抵制 了 教会 内 流 长 的 无 政府 主 尽 倾向; 它 又 通过 对 世俗 极 

力 及 统治 者 的 俗人 性 的 确认 ,拒绝 了 国家 怕 越 的 企图 .从 而 消解 

了 屿 家 主义 毒素 。 基 督 教 的 国家 观 基 肯定 的 国家 观 ， 也 是 消 

慨 的 四 家 观 。 肯定 它 的 有 限 价 值 , 拒 绝对 它 的 无 限 信箱 . 当日 

由 主义 从 基督 教 晓 治文 化 中 脱胎 而 出 的 时 候 ， 它 继承 了 基 管 

教 对 国家 奴 肯 定 又 消极 的 态 放 。 在 自由 主 浆 那里 ， 对 国家 存 

在 的 世俗 必要 性 的 分 析 取 代 了 宗教 的 神圣 性 ， 对 人 人 性 的 理性 

化 的 疼 唆 解 训 取代 了 原罪 的 神话 形式 ， 从 而 将 国家 存在 的 合 

法 性 莫 立 在 新 的 基础 上 。 

1] 王权 :上 壳 不 情 床 的 蝎 物 

有 上 日 约 》 包 售 着 犹太 人 的 “ 圣 史 ”, 其 中 有 一 般 是 犹太 人 设 

部 国 主 的 政治 史 , 01 这 段 粗糙 的 历史 竹 述 在 后 世 的 基督 教 神 

学 家 那里 , 竟 成 为 国家 起 源 理论 的 重要 根据 。 

国家 走兽 问题 看 走 来 是 个 纯粹 抽 和 的 理论 问题 ， 但 是 在 

政治 哲学 领域 里， 对 国家 起 源 的 解释 就 是 确 定居 家 的 出 身 或 

[1 大 外 圣经 - 撒母耳 记 31 上 1) ,第 证 章 、 第 到 章 .第 X 章 .根据 犹太 大 的 "对 中"， 

三 立 " 王 "之 前 已 有 立 " 法 "的 率 件 发 生 , 即 摩 目 以 上 帝 之 岩 靖 布 律 滤 。 不 过 这 

个 “摩西 衬 法 "不 是 世 悦 国家 的 法 ,而 是 余 救 车 , 它 量 先 邯 传达 的 上 靖 的 诚 命 ， 

也 出 先知 佑 于 醋 之 可 辐 来 执行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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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 ,人 们 将 予 国家 和 什么 样 的 地 位、 性质. 职能 和 权力 范围 ,以 

及 人 位 对 国家 不 同 的 态 庶 和 情感 ,都 与 此 有 关 。 

城邦 时 代 流 行 的 国家 【城邦 ) 起 源 理 论 本 以 称 为 日 然 政治 

观 - 它 的 基本 洱 立 是 :第 …, 国 家 不 是 人 为 的 ,而 是 人 大 社会 组 织 

卓然 进化 的 且 有 果 ;0 第 二 ,国家 的 形成 足 人 的 本 性 连 步 完善 的 结 

果 , 反 过 来 说 也 成 立 , 印 人 的 本 性 只 有 在 国家 里 才能 符 于 完善 。 

三 相 拉 图 那里 ， 国 家 是 在 人 的 需要 推动 下 出现 的 社会 分 工 不 断 

发 展 的 绊 采 。 和 亚 里 士 声 德 那里 ， 人 的 本 性 的 实现 与 社会 组 织 

的 进化 同步 发 展 ,经 过 家 庭 . 村 社 到 城 儿 ,社会 组织 达到 “至 高 而 

广 痢 ”的 防 自 , 而 人 也 经 由 家 庭 成 员 、 村 社 社员 到 城邦 会 民 的 发 

展 , 当 他 成 为 城邦 公民 的 时 各 , 其 本 性 才 得 以 充分 实现 。 

城邦 时 代 的 希腊 人 出 于 对 国家 的 认同 感 和 一 体 化 感 党 . 

党 得 人 类 不 可 能 没有 国家 。 没 有 国家 ， 人 类 生活 就 是 不 完善 

的 ， 人 的 本 性 就 没有 充分 麻 开 和 实现 。 所 以 ， 我们 就 不 难 理 

解 ， 为 作 务 柏拉图 以 如 织 的 口 咖 称 仅仅 以 满足 物质 需要 为 月 

的 社会 组 织 为 “ 猪 的 城邦 "; 亚 里 士 密 德 为 什么 把 不 参与 城邦 

公共 生活 的 人 称 为 "不 是 神 , 就 是 兽 " ,不 是 超人 ,就 是 吨 去 " 

将 当时 还 不 征 政 治 动 物 而 仅仅 是 家 庭 动 物 的 妇女 视 为 相当 于 

折合 成 胶体 残缺 不 全 的 男人 。 

随 厦 址 界 帝国 的 到 来 ， 大 们 对 国家 的 认同 感 不 复 存在 。 

国家 表现 为 纯粹 外 在 的 人 存在。 政治 理论 也 不 再 从 积极 的 角 

大 ， 而 是 从 消极 的 前 度 定 义 国 家 。 后 亚 里 士 多 德 时 代 的 思想 

家 把 自然 理解 为 首先 是 世界 和 人 类 生活 的 始 初 状态 ， 无 罪 航 

幸福 的 状态 ,也 是 没有 国家 的 状态 。L21 出 于 人 的 罪孽 或 哨 落 ， 

[中 也 有 过 基 他 的 理 褒 . 如 有 的 智育 认为 国家 赵 落 于 色 定 . 但 在 当时 有 具 是 个 别 

人 的 一 时 之 贝 。 

[21 二 情 学 谍报 时 和 将 自 秀 与 人 为 对 立 直 来 . 绒 尚 自 般 , 百 生 人 为 的 社 会 建 构 , 世 括 

园 家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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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类 脱离 了 那个 状态 。 斯 多 葛 派 已 经 将 国家 视 为 纯粹 外 在 的 

存在 ,是 人 们 必须 丽 受 的 。 在 塞 涅 卡 那里 ,国家 是 人 堕落 的 续 

果 。 在 人 类 的 黄金 时 代 , 设 有 强制 性 权力 ,社会 制度 是 罪 与 人 

性 堕落 的 产物 。 斯 雪 葛 诉 即 司 承 认 国 家 的 存在 有 它 的 理由 ， 

得 认为 它 忆 人 性 的 完善 无 关 。 

犹太 人 伺 乎 有 着 追究 根 底 的 思想 传统 。4 圣 经 $ 一 开始 就 

对 宇宙 的 起 源 .万 物 的 人 蚀 生 :~ 直到 人 的 创造 , 痢 纵 出 一 个 终极 

的 解 杰 。 随 后 , 它 还 氢 述 了 王权 产生 的 来 由 。 

《圣经 # 中 关于 王权 建立 的 历史 阁 述 包含 着 下 述 几 层 意 

思 : 第 一 ， 这 上 恕 文字 暗示 ， 上 和 上 只 是 不 情愿 地 管 应 了 以 色 列 

人 设立 王 的 请 求 。 以 色 列 人 原 设 有 国王 ， 由 先知 直 纺 拉 上 帘 

的 意 红 统治 。 他 们 要 求 设 立国 王 并 不 为 上 斋 所 喜悦 ， 上 帝 认 

为 这 是 拓 并 他 ， 不 要 他 作 王 。 在 上 帝 眼 里 ， 和 犹太人 要 求 立 王 

的 行为 ， 与 他 们 厌 弃 上帝 而 事 奉 别 的 神 性 质 相 类 。 第 一 ， 先 

知 们 对 于 恕 立 王 也 是 不 情愿 的 。 在 先知 闹 和 治 时 期 ， 夕 太 社 会 

没有 独立 的 世俗 权力 ,政治 权 力 流 解 于 教会 权力 中 ， 设 有 分 

化 出 来 。 王 权 的 形成 是 这 个 分 化 过 程 的 关键 一 步 ， 是 犹太 教 

士 不 情愿 的 。LU 第 三 ， 王 注定 将 是 人 民 的 重 扳 和 负担 。 总 

之 ,这 段 历史 记叙 的 意 广 就 在 于 ， 犹 太 教 将 国王 的 设立 视 为 

上 凋 的 意志 ， 国 为 它 得 到 了 上 帝 的 批准 ， 并 由 先知 来 执行 。 

但 这 也 是 犹太 人 偏离 上 帝 的 道路 而 产生 的 要 求 ， 上帝 只 是 不 

情愿 地 答 庶 了 犹太 人 的 请 求 。 在 《圣经 上 的 另 一 个 地 方 ， 上 

帝 明 确 地 表示 : “他 们 立 看 王 却 不 由 我 ， 他 们 立 首 领 我 却 不 

T11 《 措 骨 再 记 ?就 透 丁 出 教会 和 霄 士 对 王 板 的 下 人 迟 伍 迹 鱼 。 有 的 学 者 认为 ,在 & 卓 

多 3 六 本 中 ,摩西 解放 "轨迹 与 “ 男 洛 整训 "加 迹 并 和 着。 前 者 是 对 自由 的 确认 ， 

即使 条 尾 政 育 稳定 志 在 所 平 惜 ， 后 者 使 姓 权 癌 法 做。 两 者 是 相互 排 乒 的 。 

【而 alter 了 rocEgcTnaurnnm rowierroriea 误区 加 esfamuei Jrrrutnure 由 下 下 Sn 研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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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 。” 有 1 查 士 于 尼 曾 把 择 权 称 为 “上 篆 最 伟大 的 赠品 ”之 

一 ( 另 一 个 是 教 梳 )，[ 但 这 却 是 上 帝 不 情愿 的 赠品 。 这 样 

说 来 犹太 教 在 神 授 王 权 的 形式 下 确认 了 王权 人 台 法 性 的 同 

时 ， 也 骨 玉 了 它 一 个 并 不 光彩 的 出 身 。 在 希 人 来 历史 叙事 传 

统 中 ， 国 家 从 一 出 生 便 带 卷 原罪 的 胎记 。 

当 基 督 教 挟 着 希 伯 来 的 传统 散人 西方 思想 界 的 时 候 ， 便 

与 后 亚 里 十 多 德 时 代 西 方 世 界 的 思想 合 访 ， 形 成 基督 教 使 徒 

和 教父 们 独特 的 国家 起 浙 理 论 。 

根据 & 新 约 和 ,耶稣 和 使 徒 们 也 承 克 & 旧 约 4 传 统 ,承认 王权 

源 于 神 胃 。[3] 其 中 有 的 原文 只 晤 外 对 上 帝 与 个 别 信 徒 的 关 

系 ,但 在 后 医 往 往 被 运用 于 上 帝 与 王 的 关系 。 

教父 们 已 经 和 不满 呈 于 重复 & 旧 约 * 的 神话 ， 耐 是 吸收 了 了 塞 

给 卡 的 思想 , 通过 咎 然 与 习俗 的 对 立 , 从 人 的 堕落 和 承 徘 中 发 

现 政府 产生 的 原 男 。 在 保罗 那里 ,已 经 初 灶 痢 述 了 人 类 的 始 科 

无 徘 状 态 和 蝴 落 的 思想 ,以 及 政府 权力 来 源 于 神 的 思想 。 教 父 

们 将 这 一 思想 与 塞音 卡 的 思想 相 结 合 ,形成 一 种 完整 的 国家 起 

源 理 论 -在 教代 们 看 来 ,人 类 在 初始 状态 (虽然 状态 ) 是 无 罪 的 ， 

上 上帝 创造 人 是 自由 而 平等 的 ,不 需要 强制 性 权力 。{t 大 在 本 性 

ti 攻 焉 各 : 柯 西 两 书 ? ,第 硒 章 第 4 季 。 

[2] 。 See Jaeeph farring,4 昌 isrory 夺 肌 eehel PodgtregE 了 上 ouER 和 一 5 12- 

[31 和 伏 见 5 至 如， 约 短 宜 音 } ,第 IE 章 第 11 节 这 曙 马 书 ? .第 亚 才 第 1 一 ? 节 。 此 外 

还 有 基于 糙 提 和 版 以 渣 王 万 主 人 的 教导 ， 也 与 此 局 昼 授 有 关 。， 知 岗 《 至 经 

德 得 前 书 》. 第 IT 章 第 143 一 17 节 以 提要 书 》. 第 肌 音 第 工 节 字 担 靡 太 前 本 ,第 

互 章 溃 1 一 2 节 , 第 而 第 1 节 。 

{41 但 至 少 对 大 烙 里 高 利 来 说 .这 并 不 意味 著 无 罪 疏 杰 扣 没有 社会 秩序 和 权 上 号 。 

他 议 , 对 于 任何 社会 . 某 种 权 束 制度 硼 是 必 材 的 ,其 人 革 在 没有 罪 的 天 己 那 里， 

也 由 等 如 昼 系 来 警 理 。 他 的 思想 很 接近 富强 卡 .认为 原 好 和 状态 证 有 有 组 名 的 

强制 性 政府 ,大 们 自 让 地 服 愉 岩 者 。 【Earlylc,4 机 siory 时 有 elieral Po 7 

ary ywyil， 工 . PP.127 一 123-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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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

上 是 社会 动物 , 却 不 是 政治 动物 -人 是 .人 上 堕落 了 , 犯 非 耻 , 寺 是 

便 需 要 有 权力 和 服从 , 需要 有 政府 的 短 制 , 而 人 福 中 某 些 年 几 

的 特性 邵 贷 和 欲 等 , 也 使 政府 的 建立 成 为 可 能 。 所 以 , 进 俗 权力 

或 政府 正 是 人 娄 随 落 和 犯罪 的 结果 。 上 1 

早 在 2 世纪末, 教父 贫 里 牵 乌 对 政府 的 起 源 .使 改 府 产生 

成 为 必要 的 环境 及 其 服务 的 目的 等 问题 进行 了 妖 尽 的 探讨 。 

他 人 搜 辩 说 .根本 不 足 撒 日 ,而 是 上 帝 建立 了 址 界 上 的 干 国 。 使 

政府 成 为 必要 的 原因 在 于 人 离开 了 上 帝 , 恨 普 其 同伴 ,从 而 陷 

大 各 种 混乱 和 无 序 ， 于 是 上 帝 使 人 互相 统治 ,互相 恐惧 ,使 人 

服从 大 的 权威 。 借 此 他 们 或 许 会 被 迫 遵 从 公正 和 正 关 的 菜 种 

准则 ,。 在 这 里 ,我们 看 到 了 一 个 明确 的 观点 :政府 制度 之 所 以 

必 可 ,是 因为 人 的 单 《sin),， 它 许 神 为 补救 人 的 菲 所 司 的 安 

排 。!21 这 个 理论 为 后 来 的 教父 们 所 确 获 。 

前 面 章 引证 过 的 奥 古 斯 于 的 一 段 话 在 基督 教 关 于 政府 

起 源 的 丁 释 中 具有 则 型 嫩 义 : 人 在 本 性 上 并 非 人 的 主 上 

(lorgd)， 人 对 人 的 统治 不 符合 人 的 本 性 。 上 上 帝 接 他 自己 的 形 

象 创造 了 理性 存在 物 , 不 是 要 做 同 美的 主人 , 而 是 做 非 理 性 

存在 物 的 主人 。 和 蔬 民 时 代 的 贤 者 (good man} 是 羊 群 的 收 者 . 

前 未 旺 大 的 君 干 。031 所 以 ,人 人 天 的 统治 并 不 是 尼 界 自然 秩 

序 的 -部 分 。 在 另 -- 个 她 方 , 锚 十 斯 本 区 全 以 最 产 历 的 措 启 

ik 尊王 灿 动作 

[II 王权 在 趣 狂 上 的 污点 - 直 是 上 后世 教 权 放 前 把 栖 ， 用 米 坚 性 王权 的 地 垃 和 全 

值 . 比 训 教皇 契 里 商 利 - 扎 世 (Cregory 看) 训 扣 再 包谷 帆 力 的 罪 的 起 源 :国王 来 

梧 于 人 ,而 上 在 黎 慢 . 扩 圭 .月 人 .谋杀 中 ,站 麻 点 的 引诱 下 . 受 盲 上 和 二 度 客 

的 艺 旭 济 品 .为 他 们 帮 . 平 等 的 大 中 亲 建 立 了 一 个 主人 Tord， 【See Tarlyle 用 

Pisiory 村 edieeal Poriireil Theom ,al Pb, 205.) 直 到 近代 的 评 古 那里 ,还 出 

《 们 的 3》 中 的 这 个 页 事 必 为 证 据 ， 说 明 工 有 先知 痛恨 看 土 制度，({ 活 早 园 

全 ?, 第 0 一 13 页 。) 
121 Spa Carlyle .4 srory 凡 抽 soieuad Peittiirar 7Weary ,Vol ,pp -TH 一 129， 

[31 上 Duatine， easy or Ceod ， ME,1S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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抒 击 统治 的 向 户 ,他 将 其 是 符 于 一 种 难以 容 思 的 微 慢 , 它 碍 

记 了 人 是 相互 平等 的 。0] 

至 此 ， 我 们 看 到 了 西方 政治 哲学 的 一 个 重大 转折 。 基 督 

教 将 柏拉图 和 亚 旦 士 多 德 的 逻辑 推论 反 转 过 来 : 国家 出 人 性 

进化 的 产物 变 成 了 人 性 堕落 的 产物 ; 由 积极 的 实 了 项 人 的 本 性 

的 工具 变 成 了 消极 的 人 类 本 性 堕落 的 补救 。 在 相持 图 和 亚 里 

士 铬 德 堵 里 , 人 类 生 洛 本来 是 不 完善 的 ,到 国家 产生 , 才 狂 于 

完善 , 因 家 标志 着 人 类 生活 的 最 高 镜 界 ; 在 基 管 教 这 里 , 人 次 

原 杰 如 天 使 一 般 , 但 后来 堕落 了 ,所 以 产生 了 国家 - 国家 的 作 

用 在 证 消除 堕落 厘 来 的 部 分 后 果 。 

中 世纪 的 神学 家 基本 上 重复 着 教父 们 的 理论 ， 将 国家 

制度 视 为 习惯 而 非 自 然 的 产物 。 到 13 世纪 , 在 “ 亚 里 土 多 

德 革命 ”的 影响 下 ， 阿 诗 那 将 亚 里 士 多 德 的 思想 与 教代 的 

思想 调 利 起 来 。 在 他 那里 ,人 是 天 生 的 社会 政治 动物 ,国家 

或 政治 社会 是 让 然 的 ,不 是 习俗 的 制订 。521 他 承认 ,国家 不 

仅 是 矫正 人 的 罪 的 制 育 ， 更 是 人 类 真实 和 所 美 的 生活 所 必 

要 其 形式 。 巴 歼 的 约 和 草 (John of Paris) 也 认为 ,国家 棚 源 上 

人 的 自然 本 性 ,其 目的 是 为 了 “共同 的 普 "。(3 可 是 ,中 地 纪 

正 久 的 概念 在 这 点 上 很 少 受 阿 奎 那 的 影响 。 国 家 是 习惯 的 

而 非 自 然 的 概念 如 此 根深 背 固 ， 阿 诗 那 的 权 感 也 难以 动 

播 。 它 以 很 少 变化 和 的 形 式 进 人 16、17 和 级 志 纪 的 政治 理 

论 ,以 乌 然 状态 各 公 员 社会 《国家 ?对 立 的 形式 项 强 地 表 观 

出 来 。 卡 药 尔 说 本 中 世纪 政治 间 想 从 形式 上 区 别 于 亚 里 十 

[1 See Taryle ,4 riary f edeval Polareal enory Vol. 工 ,p 126， 

[23] 《阿达 浊 怠 泊 闭 作 和 此 ? . 马 清 鼻 译 , 府 务 印 书 忆 ,1982 年 ,第 43 一 45 页 - 

13] jnhna 二 Paria， 站 mm me 全 让 总 pe 瑚 peer ， in 睹 由 Ph Lerner and Muhein 出 ahdi， 

Je Po Pop 二 Sauceegoeg ，Datuada，The Free Preaa of 性 Icncoe 

人 oacFracnalan Linrted ,1 各 3 bp .4406 一 .408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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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 德 、 柏 拉 图 和 19 世纪 的 思想 ,在 于 一 个 伟大 的 预 设 ,， 即 

文明 社会 的 制度 建 基 于 习俗 (econvention] 而 非 白 然 ,”! 昌 这 

个 观 售 一 直 影 响 到 1 世纪末 .。 明 竞 、 征 布 斯 和 洛克 的 思想 

都 是 以 自然 和 习俗 的 区 分 为 基础 的 。 只 是 借助 于 和 孟 德 斯 鸠 

对 政党 制度 的 历史 研究 、 户 梭 和 伯 克 的 国家 有 机 驱 念 ， 才 

朵 到 相 拉 图 和 亚 里 士 案 德 的 思想 模式 。 但 即使 到 19 供 纪 ， 

教父 的 思想 仍然 过 加 和 在 国家 的 “警察 理论 " .斯 宾 塞 和 英国 

激进 主 头 理论 中 。 

不 过 ,在 中 世纪 西欧 ,由 教父 所 代表 的 “ 拉 上 一 一 基督 教 ” 

传统 又 与 日 耳 受 传统 相 了 融合 ， 众 侧 合 基督教 国家 起 源 理 论 飞 

接 上 了 新 的 配料 。 允 . 刍 尔 曼 认 为 , 关于 政府 权力 的 来 源 . 申 

世纪 主要 并 存 春 两 种 理论 传统 :一 种 是 "下 源 理论 ”(ascending 

thenoly of govemment) ， 意 为 政府 权力 的 流向 是 自 下 而 上 ,， 亦 称 

“ 民 授 理论 (populist theory of germment)。 这 种 理论 将 政府 鬼 

力 的 来 源 追 湖 至 人 多 或 共同 体 ， 政 府 只 是 受 人 民 或 共同 体 的 

委托 行使 权力 。 这 是 搭 西 伦 记 载 的 日 耳 坚 人 传统 。 第 二 种 是 

“上 源 理 论 ”(descending theory of govermment) , 意 为 政府 权力 的 

流 问 是 日 上 而 下 , 亦 称 “ 神 授 理论 ”(theocratic theory of goverm- 

mentjo 这 种 理论 将 政府 根 力 的 来 源 归 缩 到 芷 界 的 至 高 存在 或 

上 帝 . 除 了 上 上帝, 没有 别 的 权力 来 源 。 权 力 结 构 如 同一 座 金字 

塔 ,权力 自 上 而 下 流动 ,处 于 其 顶端 的 是 上 帝 。 政 府 权 力 是 代 

栓 的 权力 , 即 代表 上 上帝 行 使 权力 。 这 种 理论 源 丁 基督 教 , 完 全 

属于 "拉丁 一 加 直 ”" 的 气质 。t 乌 尔 曙 认 为 , 中 抽 纪 政治 学 说 

中 在 很 大 程度 土 是 这 两 种 政府 理论 的 冲 罕 史 。 中 世纪 前 期 ， 

[1 Carly]e, 凡 三 Pay 吉 有 ea oilear 了 heory ,Vol TY PP-4-， Vol 亚 ，,pbPp.5 一 白 . 

1 1 机.Ullzrunn , 抽 =auetpal 户 oieeal 了 有 Porf ,PE 12- 一 13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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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于 基督 教 的 绝对 优 芝 的 影响 ,日 耳 反 人 采取 了 基督 教 的 “ 神 

授 理 论 ",“ 民 授 理 论 ” 被 逐 人 地 下 , 直到 13 世纪 未 才 浮 现 出 

米 , 快 复 其 埋 论 地 位 。 共 那 时 起," 神 授 理论 " 越 来 越 退 隐 到 后 

面 ，“ 民 授 理 论 " 成 为 主流 。[1 

如 果 全 面 考察 西欧 的 政治 思想 ， 我 们 觉得 乌 尔 曼 的 概括 

有 点 简单 化 。 中 世纪 政治 思想 是 多 元 的 ,不仅 是 多 元 的 来 源 ， 

还 在 发 展 中 多 元 并 存 , 相 互 融合 ,彼此 消长 。 包 括 源 于 古典 城 

邦 时 代 的 犹太教 的 .耶稣 及 其 使 徒 的 . 盟 马 法 的 .日耳曼 人 的 

等 -在 实际 政治 斗争 和 轧 想 斗争 中 ,不 同 政治 派别 各 执 一 端 。 

王权 谨 强 调 王 各 神 授 ,但 在 与 教 权 派 的 斗争 中 ,有 时 记 从 王权 

的 和民 性 及 其 与 民 族 共 同体 的 联系 中 寻求 支持 ， 了 以 排斥 教 权 

琉 息 于 王权 之 上 的 企图 。 教 权 派 也 承认 王权 神 授 ， 但 强调 王 

要 的 世俗 性 \ 不 光彩 的 起 源 、 罪 的 根性 ,以 及 王权 由 教 权 委任 ， 

上 帝 的 意志 由 教皇 执行 ， 即 教 权 分 人 上 帝 与 王 入 或 政治 共同 

体 之 间 。 不 过 在 反 王 权 的 斗争 中 ， 有 的 神学 家 也 诉 诸 十 人 民 

的 权力 ， 以 抵抗 王权 的 专 糯 。 轴 马 法 学 家 认为 主权 是 人 民 的 

转让 ， 但 中 世纪 的 法 学 家 对 罗马 法 的 解释 出 现 分 占 。 分 歧 的 

狂 缩 在 于 : 人 民 将 权力 转让 后 ， 是 永远 转让 出 去 还 是 可 以 收 

固 ? 笔 对 在 主 专制 和 民主 理论 都 系 于 对 轴 马 法 这 一 命题 的 解 

释 。 而 日 耳 曼 人 的 传统 也 是 二 重 性 的 ， 其 一 是 王 和 需 要 特定 

血统 ， 面 特定 血统 被 赋予 神秘 意义 。 日 耳 曼 人 的 观念 集中 表 

现在 “ 莹 神 央 典 的 王 " 这 一 格言 中 , 它 成 为 中 世纪 王权 概 伪 的 

1 旱 在 乌 条 要 之 前 , 熙 药 尔 也 盖 述 了 大 区 相 同 的 思想 。 好 说 , 在 夫 村 里 商 利 天 

至 .形成 了 收 府 板 感 来 狼 的 明确 而 色 久 的 理论 . 它 与 沪 学 家 的 和平 同 。 法 学 家 将 

著 府 权 晤 所 笛 至 人 民 :, 而 烙 里 商 利 斌 为 其 直接 铬 于 上 音 . "中 世纪 焉 治学 吝 时 

在 很 大 程度 上 是 这 丙种 规 点 的 斗争 忠 。" 尽 管 在 苛 干 世 电 中 :将 此 观 方 变 换 了 

位 置 。 至 峭 具 11 一 14 世纪 , 和 皇帝 常 一方 座 执 君 迷 神 授 理 从 ,而 教 合 一 证 却 坚 

持 , 作 的 权力 来 源 于 人 必 。(fCarlylc ,4 Prrory 咱 Memienal Pofiucal Tieorr，Yol.TI， 

了 了 - 15 .1 

申 香 昌 茵 于 画面 - 咯 重 音 夫 是 而, 玫 和布 和 所 三 WE 用 是 是 摊 虽 本 咒 珂 引 千 贤 蛮 吉 j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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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 ， 也 是 近代 君权 神 授 概念 的 远亲 。 其 一 是 王权 源 于 共 局 

体 ， 来 日 侦 族 和 和 人民 的 选举 、 同 意 或 认可 。 国 王 在 其 问 体 之 

中 ,而 不 是 在 共同 体 之 上 。 

马尔 名 偿 谈 到 ,中 直 纪 的 国王 希 合 了 站 重 寺 份 , 即 神权 的 

统治 背 和 封建 的 宗主 。 作 为 前 者 .其 权 力 源 于 上 帝 授 子 , 轩 而 

可 以 独断 如 行 ， 不 受 大 问 其 他 权力 的 制约 。 这 一 理论 源 二 基 

葵 教 . 但 员 二 法 的 影响 一 定 程度 上 强化 了 它 ; 作为 封建 宗主 ， 

他 是 封建 共同 悼 的 成 员 . 受 封建 划 约 的 约束 , 靶 行 为 坑 矢 到 下 

约 的 他 方 , 即 氏族 和 共同 体 共 他 部 分 的 问 意 。 因 上 的 这 两 重 

导 份 哪个 凸 主 委 地 位 ,取决 于 特殊 的 形势 乌 尔 总 认为 ,在 黄 

国 , 国 王 的 车 建 针 十 夺 份 得 刘 发 展 , 并 由 此 导出 宪政 主 广 ;而 

在 泪 男 .德国 等 大 陆 固 家 , 国 干 的 神 授 权力 得 到 突出 强调 , 吾 

使 其 遂 向 宪政 主义 的 道路 充满 血 腹 的 革命 。f11 这 样 , 存 与 教 

基 的 斗争 中 ， 美 国 国王 鲁能 够 借助 共同 体 的 权威 来 抵御 教皇 

的 权力 要 求 ， 面 德国 皇帝 和 法 国 国王 则 需 蝇 调 王权 的 神圣 性 

并 不 断 强 尼 这 种 神圣 性 。 

从 整个 西方 思想 界 来 看 ， 各 种 因素 最 终 形成 的 标准 的 混 

合 物 是 这 样 一 种 理论 :王权 狐 于 上 上 帝 ( 终 极 源 泉 ) ,但 通过 教皇 

的 中 公 或 人 民 的 中 介 或 网 时 两 个 中 介 《 直 接 来 源 ) , 01 按 习 惨 

以 适当 的 过 族 中 产生 (血统 )。 简 言 之 就 是 :上 帝 授权 ,合法 看 

统 ,和 贵族 和 人 民选 举 或 同意 061, 教皇 (或 大 主教) 加 蝎 。141 丰 同 

因素 的 作用 并 没有 形成 严格 的 和 系统 的 制度 ， 所 以 常常 发 生 

具 糊 共 至 尖锐 的 冲 窒 。 对 些 理 沧 家 可 以 各 执 -- 偏 ， 仁 社会 一 

上 1 柳 ,Unarm， 时 edzruai Political Toagi ,1 和 4 一 154 

21 名 13 世 和 时 沿 考 都 昌 中 分. 促 后 来 更 雪 地 强 册 大 民 中 他。 如 曙 目 妊 的 砍 

廉 ， 

[3] 对 大 民 来 说 .主要 有 旺 局 意 和 认可 ,在 那个 和 时 和 代 , 莹 通 的 双亲 还 下 享 右 平等 的 政 

治 福 刊 , 而 造 举 程序 出 是 很 粗糙 的 .， 

14] See Tan 则 人 kory 对 时 e 本 rbal 忆 oieroal 了 earyr ,Vol T Ph 2403Va WP .8E， 

各 1256 



般 会 人 所 接受 的 是 -种 模糊 秒 统 的 混合 物 。 在 他 们 的 观念 

中 ,没有 学 者 那里 的 -- 贰 性 和 系统 性 ,没有 对 不 回 说 法 的 精密 

考察 和 辨析 ,全然 不 觉 这 个 混合 物 的 不 茹 容 性 。 

多 种 国家 起源 理论 的 融合 ， 部 分 地 冲淡 了 基 此 教理 论 的 

影响 。 但 是 ,“ 犹 太一 基 哨 教 ”的 理论 在 中 世纪 始终 占 主 导 地 

位 。 在 中 基 纪 的 任 伺 时 代 ， 上 帝 始 终 牢 村 居于 国家 示 力 最 终 

源 果 的 地 位。 罗马 东 和 日耳曼 传统 所 取 议 的 其 他 源头 ， 都 租 

降 到 直接 来 源 的 位 置 .也 就 是 次 要 的 位 置 。 

2 神圣 的 王权 ,世俗 的 国王 

王权 蔓 钨 是 上 帝 勉 强 建立 的 ， 但 它 既 然 获 得 了 上 上帝 的 因 

准 , 也 就 获得 了 神圣 性 。 在 同一 部 《撒母耳 记 》 和 其他 犹太 虫 节 

中 都 说 得 很 明白 ,国王 一 旦 被 任命 ,就 被 视 为 神 命 的 , 得 到 上 帝 

的 庇佑 ,其 人 格 和 权 感 都 具有 神圣 性 。 虽 然 & 旧 约 # 中 也 偶 匈 其 

他 观点 , 但 这 是 犹太 教 关 于 洛 主 的 标准 观点 。 和 犹太 人 部 藩 原来 

由 先 炳 直接 按 土 帝 的 意志 指导 , 王 产 生 后 ， 于 就 处 于 政治 姑 人 台 

的 中 心 。 特 别 是 & 旧 约 $ 中 其 于 大 卫 王 及 其 显 幸 权威 的 锚 写 , 给 

了 神圣 王权 观 售 以 特殊 的 力量 。 [王权 神圣 观念 对 犹太 人 是 很 

自然 的 , 它 在 东方 民族 中 黄 为 流行 .通过 使 秆 和 教父 .这 个 观念 

米 到 西方 。 它 是 基督 教 从 犹太 教 那里 继 肝 来 的 重要 遗产 。 

王权 神圣 观念 在 《新 约 # 中 最 明确 也 量 有 影响 的 表述 是 保 

罗 的 那 怒 话 : 在 上 有 权柄 的 ,人 大 当 显 最 他 ,因为 没有 权柄 不 

是 出 于 神 的 .凡人 掌权 的 ,都 是 神 所 命 的 ,所 以 抗拒 掌权 的 , 就 

是 抗拒 神 的 命 。” 他 还 称 擎 权 的 为 “ 神 的 用 大 ”、“ 神 的 差 役 ” 

TI 《IE 的 ?所 描 座 的 大 卫 于 的 形象 ,一直 是 后 世 革 督 教 国王 的 异 民 。 从 监 章 礼仪 
划 行 册 些 止 ,大 王 们 部 刻意 草 仿 他 。 文 褒 武 功 赫 岩 租 酝 的 查理 时 就 被 视 为 ”新 

的 做 卫 工 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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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。I 这 笑话 在 后 忆 不 断 被 引用 ,也 得 到 充分 的 发 挥 。 

保 明 这 和 引 话 的 售 义 十 分 清晰 ,不容 作 其 他 的 解释 ， 这 样 ， 

通过 保罗 ,王权 神圣 就 成 为 基督 教 政 治 哲 学 固定 的 :部 分 ,也 

是 基督 教 内 各 派 的 共识 。 人 保罗 留 给 后 世 神 学 家 进行 解释 和 发 

挥 的 余地 在 于 .王权 神圣 用 指 抽象 的 王权 或 十 位 ,还 是 每 一 个 

只 体 在 位 的 国王 ?对 此 .有 一 派 神学 家 将 赋予 天 权 的 虱 圣 性 迅 

用 于 具体 的 君王 及 其 行为 。 无 论 君 王 的 品质 如 何 ,行为 如 何 ， 

邦 是 神 命 的 ， 是 神 意 的 执行 者 。 另 一 派 则 将 王权 与 特殊 的 国 

王 及 其 行为 区 分 开 来 ,王权 是 神圣 的 ,人 世 具 体 在 位 的 国王 及 其 

畦 殊 的 行为 则 不 必然 具有 这 种 神圣 人 性。 如 果 国 于 违背 了 上 和 

的 命令 ,其 行 泡 有 迟 于 国家 正文 的 准则 ,那么 他 行使 的 权力 茂 

不 是 上 帝 的 意 旧 ,而 是 亚 订 的 工 县 。 

在 教父 当中 ， 第 一 次 将 统治 者 是 上 帝 代 表 的 理论 子 以 最 

清晰 闻 述 的 是 以 安 布 洛斯 (Ambrosiaster) 的 一 自 话 。 这 段 话 大 

意 是 说 , 国王 在 地 上 应 被 作为 “上 帝 的 代理 人 【Vicar of Cod) 

而 受到 崇敬 。 国 王 有 “ 工 帝 的 有 形象， 如 同 主 教育 基督 的 形 

象 ”。 王 位 的 神圣 特点 不 能 因 统 治 者 的 任何 沪 取 而 失去 。 职 

位 的 神圣 性 将 其 神圣 性 赋 子 任何 统治 者 ， 即 使 他 是 个 偶像 崇 

拜 者 也 墨 。D] 

这 就 是 说 , 统治 者 是 上 帝 的 代表 , 无 论 他 每 样 做 , 他 都 是 

上 痪 的 代表 。 后 来 的 教 名 将 这 一 思想 表达 得 越 来 越 明日 。 奥 

古 斯 本 阐述 了 了 同样 观 您 并 且 还 作 了 进一步 的 强调 。 他 举例 

说 ， 甚 至 尼 神 那样 最 坏 的 皇帝 也 是 由 神 意 而 获得 权力 的 。 邵 

L1 《 圣 笃 - 轴 马 蔬 y. 第 荐 章 第 1 了 节 ， 

[2] 。 See Carlyle ,4 incrr W 机 ediieuerl Political Teory nl 工 .p.149 一 1 了. 们 我 们 注 

意 到 ,该 及 文字 的 昼 一 个 地 方 症 还 了 不拘 立场 .作者 后 红 相 售 ,或 几 有 站 整 性 

上 性 于 那 酸 的 权威 形 式 .不 是 来 自 上 帝 。 但 作者 的 音 妆 不 蔚 清 可。(Sce iid， 

Ya, TI,P.150.) 



果 上 上帝 认 为 有 嘱 个 国家 需 蓝 这 样 的 统治 者 的 话 。4 西 维尔 的 

伊西 密 尔 (Isidore)l 引用 先知 的 话 为 根据 :“ 我 国 司 要 而 给 他 们 

一 个 锣 王 。 "他 由 此 得 出 绪论 : 亚 劣 的 统治 者 与 好 的 统治 者 一 

样 ,都 是 上 帝 任 命 的 。 什 么 样 的 民族 就 有 什么 样 的 统治 者 。 如 

果 侧 们 是 善良 的 ,上 帝 就 给 他 们 好 的 统治 者 ;如 果 他 们 是 邪 亚 

的 ,上 痪 就 会 将 一 个 同样 蓝 亚 的 统治 者 置 于 他 们 之 上 。121 

大 恪 里 高 利 在 神圣 王权 理论 的 发 展 中 上 是 一 个 关键 性 

的 人 先 。 他 指出 :好 的 统治 者 是 上 帝 对 好 的 民族 的 奖赏 ,而 

那 晋 的 统治 者 是 上 帝 对 那 亚 民 旋 的 惩罚 。 无 论 统 治 者 好 坏 ， 

他 都 应 当 得 到 尊重 ,因为 其 权威 来 自 上 帝 。 好 的 臣民 甚至 不 

应 该 轻 率 和 粗暴 地 批评 坏 的 统治 者 ， 因 为 抵抗 和 置 犯 统治 

者 就 是 蚁 犯 上 帝 ,， 正 是 上 帝 使 他 君临 于 他 们 。[3l 他 的 观点 

不 是 孤立 的 ,我 们 看 到 ,他 不 止 在 一 处 强调 了 这 个 观点 。 此 

外 , 他 还 在 实际 政治 行为 中 实践 这 一 思想 。[4] 大 格 里 商 利 

是 极 有 能 力 和 影响 力 的 教会 政治 家 ， 在 维护 和 推进 他 所 认 

为 的 孝 星 权利 和 权 感 .扩张 西方 教会 的 势力 范围 方面 .他 改 

现 得 果断 而 有 权 殿 。 但 令 人 不 解 的 是 ， 他 对 皇帝 却 极为 恭 

顺 ,有 时 其 至 使 用 奴 人 性 的 口 响 。 有 一 次 ,他 对 于 皇帝 公 开 违 

育 教会 法 规 的 不 正当 行为 表示 了 蜡 议 ,并 拒 笔 参与 。 但 他 同 

时 允 承 认 , 皇 帝 有 权 按 他 的 意 感 去 做 ,他 必须 按 他 自己 的 判 

断 行 事 。 如 果 皇 帝 所 做 符合 教会 法 ,他 会 追随; 如果 违反 教 

会 法 ,他 在 不 犯罪 的 条 件 下 会 丸 受 之 。05 这 里 ,他 实际 上 承 

认 了 皇帝 可 以 公开 厂 坏 教会 法 趣 则 。 

{1] ugustine .The Cn oreod ,YY ,19. 

[2] 。 Sea farly]e .4 用 Diary 研 旱 edual Potiieal Teomr ,wall IT,b.151. 

[3] See 地 id wal、 I 工 ,p.152. 

[4] 由 于 大 格 里 商 利 在 教会 中 的 尝 商 地 世 . 他 的 言论 利 行为 事 怕 三 对 后 世 产 生 重 

大 影响 的 先例 。 

[和 ] Sea 人 arlyle ,二 Eriory 村 edietal Political 了 Reorr wall. 工 ,p,154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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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

这 样 ,在 大 格 里 高 利 这 时 ,我们 就 看 到 了 统治 者 具有 神 尘 

和 神 授权 威 的 强 有 力 的 理论 。 统 治 者 无 论 如 何 行为 ,都 是 上 帝 

的 代表 。 即使 他 没有 体现 出 政府 存在 的 神圣 目的 ,他 的 行为 仍 

然 体 现 考 神 意 。 从 这 里 可 以 引申 出 对 统治 者 绝对 的 布 不 亿 责 

在 的 权威 给 予 最 强 有 有 力 辩护 的 宗教 理论 - 这 个 趋 于 极 问 的 理 

沦 即 使 对 一 些 基 督 教 作家 也 古 陌 生 的 。 卡 革 条 其 至 认为 “这 

个 理论 大 概 是 基督 教 世 众 秩 序 神 圣 性 概念 的 不 合 常规 和 不 合 

还 辑 的 发 展 。 "和 但 它 毕 竟 是 基督 教 政 治 传统 的 一 部 分 。 

下 四国 .一 二 十 卫 臣 下- 

时 本 攻 当 林 T 呈 二 

PE 1 和 中略 置 昌 

在 现实 政治 生活 中 ， 当 教 权 与 于 彼 相 对 秋平 共处 的 时 

代 ,双方 都 沾 认 王权 的 神 绥 性 和 神圣 性 。 狐 太 载 《有 旧 约 # 的 传 

统 .保罗 的 教导 以 及 太 格 昌 商 利 的 权威 ,都 为 这 … 理 论 担 供 

了 上 蝇 友 的 支持 。 但 在 叙 件 极 之 争 以 及 其 他 政 坑 所 盾 激化 的 

年 代 , 这 一 理论 便 经 受 了 产 峻 的 考验 。 

毋庸 置 晴 ,王权 泊 要 拉 出 王权 神圣 的 大 旋 , 碎 抵御 孝 权 潍 

的 进攻 ,有 关 的 言论 不 需 更 霓 地 征 引 。 但 教 权 诬 在 生死 存亡 的 

斗争 中 ,还 会 头 认 共 对 手 的 权力 源 于 神 ,其 权力 性 质 的 神圣 性 

质 吗 ? 史料 告诉 我 们 , 这 一 原则 不 仅 被 主权 汽 焉 持 , 也 为 一 些 

不 属于 王权 请 甚 至 是 极端 教 权 派 的 人 所 坚持 ，。12 握 纪 中 期 最 

重要 的 作家 之 - 玉 充 斯 折 格 的 格 赫 (Geroh of Reichersberg) 电 

然 没 有 参加 王权 浅 … 方 ， 他 是 强烈 地 维护 教会 的 权力 和 自 贞 

的 ,但 他 也 清楚 地 确认 世俗 权力 起 源 和 性 质 的 神圣 性 . 在 一 篇 

文章 中 ,他 使 用 激烈 言词 语 骂 试 图 搜 取 世俗 权力 的 伞 图 。 其 理 

由 是 ,这 样 会 破坏 上 稼 上 自己 创立 的 权 方 。 在 中 世纪 激 有 一 个 作 

者 像素 和 饼 兹 伯 里 的 约翰 (John of Salisbuary) 那样 清楚 盖 经 的 界 

限 和 闪 件 ,坚定 地 抵 拖 其 俗 专制 的 权力 ,但 他 也 同样 清楚 地 表 

1 bid.wvael 工 ,P.157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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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,“ 抽 有 的 权力 都 源 于 上 帝 ， 冯 是 由 他 掌管 ， 永 近 属 本 他 。 

所 以 由 力 不 能 离开 上 帝 , 它 只 是 上 策 之 手 【 在 人 尘世) 的 替代 

者 - ”11 点 卡 的 托 勒 密 (Ptolemy of Lucca) 无 颖 属于 最 极端 的 教 

概 放 , 但 即使 他 世 夭 认 志 座 权力 与 精神 权力 - 样 米 特 上 帝 。121 

烙 里 商 利 七 志 是 叙 任 权 之 争 中 载 权 派 的 领袖 ， 他 的 个 并 

言论 似乎 可 以 考释 为 王权 并 非 代表 上 带 , 而 是 代表 厅 奥 的 要 

力 。i!sl 但 从 他 的 整个 思想 米 看 . 他 也 并 没有 而 开 基督 教 的 传 

统 。 退 一 步 说 ,即使 他 其 的 有 过 这 样 的 想法 , 也 设 有 人 认真 对 

待 。 对 此 卡 蓝 和 说 :“ 如 果 格 里 高 箱 七 世 有 -- 孟 曾 麦 现 出 这 翌 

的 思想 倾 喇 .认为 要 有 效 地 为 精神 权力 的 独立 性 和 权威 进行 

辩护 ， 就 要 否认 国家 的 神圣 性 质 和 权力 ,但 他 在 11 一 12 进 纪 

也 没有 追随 者 。 "14 

这 就 是 说 ,中 世纪 香 派 思想 都 一 致 江 认 工 轰 的 恒 圣 性 。 

对 我 们 的 论题 而 言 ， 最 有 意义 的 并 不 在 于 王权 派 亲 造 的 强 

大 油 论 , 而 是 反 王 权 派 的 阵营 中 , 包括 其 激进 的 一 翼 , 都 没 

有 否认 这 一 上 扎 。 王 权 的 神圣 性 ,是 王权 试 进攻 的 出 发 点 , 记 

是 教 权 放 进 芭 的 终结 点 。 它 为 王权 抵抗 教 权 的 扩张 瘟 定 了 

坚 加 的 根基 ， 也 为 孝 极 的 扩张 证 定 了 不 可 交 越 的 野 界 。 这 

样 ,世俗 权力 的 自主 性 《 目 由 ) 便 得 到 了 保障 .。 诚 如 卡莱尔 所 

说 ,“ 中 世纪 狐 特 的 故 治 原则 第 -是 政教 分 开 , 第 二 是 政府 

权力 的 神圣 性 。 ”15 不 过 还 要 补充 一 点 :后 者 是 前 者 的 重要 

[1 Johno 可 Salishburcyr ， Poperageaa: 时 二 ee Frrpolieies orriers 下 mL 二 Eeetbrirdts of 

忆 EDPHRERE ,四 co 二 人 baPtey 了 in 由 ary 了 ,全 eerrraan nnd 履 ate 1amgdnmn EnThar ea = 

有 ee Policear THeorr 一 下 只 ear Tongon anqd rw York .Hontleqdge 1093 .ph -30， 

[21 See tarlyle ,L 时 [story 本 于 eetar Puotirieag 了 esrr ,WwW .6.27， 

[3] “和 过 卡 间 汞 不 周 契 这 样 的 钾 加。(【 矢 见 arlyle，4 Fiatmy 吕 eetal Pogiirrey 

Teeoryr ,vol. 医 ..94.) 

[4 。 See itid.,Vul， 攻 ,PP.105; Vol， UP 36 

[1 bid..Val 蚜 .mm-9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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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j 这 二 粕 寺 上衣 

本 二 上 ] 

前 提 。 因 为 在 中 世纪 的 思想 氛围 中 ,没有 对 精神 各 力 独 立 性 

的 固守 ,当然 不 会 形成 二 元 化 权力 蛋 系 : 但 没有 思想 界 对 于 

权 神 鞋 性 的 共识 ,. 政 数 分 开 也 是 不 可 能 的 。 

如 上 所 述 , 对 神学 家 和 一 般 基 督 教 信徒 来 说 , 王权 神 返 ， 

王权 神圣 ， 这 是 确 玄 无 疑 的 真理 ， 但 具 蛋 的 国王 也 是 神圣 的 

玛 ? 人 大 们 对 此 问题 的 观点 却 远 不 是 .…- 致 的 , 许 杀 有关 思 想 的 阐 

述 也 不 是 清晰 可 鉴 的 。 

第 统 地 说 国 于 昆 否 神圣 容易 造成 理解 上 的 上野 这 和 混 

乱 。 实 际 上 上 , 神学 家 们 在 涉及 王权 神 茎 问题 时 , 其 对 国土 是 

和 理 神 圣 的 立场 和 认识 可 以 分 为 几 个 本 同 的 层 而 : 

{ 1 上 辣 王 一 身 而 一 任 , 是 国王 兼 教士 。 他 是 教会 的 最 高 领 

补 ,也 承担 部 分 教 十 的 职能 。 这 意 昧 着 ,他 的 职责 和 他 的 人 身 

不 是 纯 世 俗 的 , 列 是 具有 基 种 神圣 性 质 , 介 他 与 教士 不 同 , 教 

士 位 列 神明 ,而 国王 仍 是 个 众人。 

藻 你 曼 指 出 已 上 晚期 罗马 和 基督 教化 罗马 的 星 帝 理论 发 展 

的 登峰造极 的 表现 ,是 将 作为 帮主 的 皇帝 的 职责 视 为 国王 莱 

教士 。”01 在 基督 教 成 为 画 教 前 ,罗马 皇帝 已 经 兼 掌 俗 权 与 教 

权 ,他 们 李 身 也 被 神 化 。 基 督 教 与 帝国 台 一 后 ,其 一 神 论 的 信 

俐 在 一 定 程 谍 上 也 加 强 和 刺激 了 皇帝 的 教 权 。!214 世 纪 的 神 

学 家 优 西 比 乌 【Eusebius) 最 早 依 据 基 督 教 信仰 阐述 了 皇权 的 

一 元 论 。[L31 他 指出 ;在 奥 二 斯 都 以 前 , 田 马 是 多 神 教 ,因此 也 

有 多 个 统治 者 。 介 基督 降临 后 一 一 恰 与 粪 古 斯 都 同时 一 一 只 

有 一 个 上 上帝 , 也 只 应 有 一 个 皇帝 , … 个 教会 - 这 样 , 星 帝 理论 

Ti 机,Ulloannm ee Pofifieo 下 seory ,33， 

[2] 乌 尔 肛 认 尖 .将 基督 教 变 为 国教 ,使 教会 成 为 政府 吉 力 酌 构 ,“ 共 政府 醋 辣 发 

展 的 角 座 ， 其 重 取 意 交 竺 各 帆 计 也 咎 过分 。” 【页 .llmann。 有 ediepal Pottieel 

Theorr,p.20.) 

[31 慌 西 出 印 是 告 十 坦 丁 的 雪 丰 和 官 廷 主 闭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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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 性 的 格言 是 :…- 一 个 上 帝 ,一 个 皇帝 ,一 个 教会 。 ” 咒 

和 在 优 西 比 乌 看 来 . 君 二 地 本 实现 了 神 的 意 髓 。 揣 古 斯 都 

将 挝 界 置 于 罗马 的 统领 之 下 .基督 又 将 其 置 于 神 的 控制 之 中 ， 

而 考 十 坦 了 则 把 这 两 种 统治 相合 在 - :个 完整 的 基督 教 社会 

中 。 这 样 ,教会 与 帝国 柄 为 一 个 有 和 宙 整 蛋 ,帝国 具有 天 国 的 埠 

象 , 它 的 车 界 是 基督 教 王 国 的 界限 ,而 皇帝 则 是 昼 权 在 世俗 社 

会 的 代表 。 莽 西 比 乌 在 这 里 阐述 了 一 种 被 称 为 “ 恺 撒 一 教皇 

主 兴 ”{feaesaropapism) 的 观念 ,2 其 要 点 旦 :"“ 人 间 如 同 天 党 ”， 

皇 这 被 看 成 具有 活生生 形象 的 基督 .是 上 帝 在 尘世 的 代理 

人 人 人。 皇帝 的 世俗 统治 再 现 了 上 帝 在 天 上 的 统治 。 他 说 性 皇帝 

是 按照 天 圭 的 王权 形象 加 冕 的 。 他 目 钢 上 二 ， 控 照 上 帝 的 原 

型 指 寻 和 引领 着 世人 人 ”, 吕 像 上 帝 规 定 着 宇宙 的 秩序 : 样 ， 皇 

帝 规 定 着 社会 秩序 。 上 帝 适 过 他 的 神圣 活动 侍 所 有 的 创造 物 

在 自己 的 治理 之 下 进 人 协调 状态 ; 而 皇帝 用 一 种 类 似 的 方法 

使 所 有 的 人 在 他 的 绝对 统治 下 ， 在 一 个 普 世 性 的 基督 教 宝 家 

的 结构 中 进入 有 序 的 和 于 状态 。 0 

在 罗马 帝国 时 伐 ， 皇帝 的 大 格 和 职位 害 轩 上 一 层 神圣 的 

光环 , 伍 然 半 神 的 形象 。14| 

在 中 世纪 西欧 ， 日 耳 曼 的 皇帝 或 国王 也 着 力 神化 自己 。 

上 i] 页,Ullmann ,时 em Polrceg Teory ,p.33. 

[2]1 “已 措 一 教委 主 发 "的 拉丁 况 济 “Pestropapisamo" 讲 为 皇 这 同 时 举 担 教皇 的 权 

力 辟 皇帝 高 于 教皇 的 政 装 关系 。 国内 有 人 译 为 “ 插 帝 一 救 皇 统治 "或 “他 手 式 

粒 主 星 袜 "， 土 票 指 君 十 坦 丁 鼎 后 购 包 帝国 的 主 帝 与 救 全 的 关系 ,特别 吕 拜 

占 许 帝国 的 政教 关 攻 。 

[3] 引 自 芍 栓 :坦克 曙 斯 主编 区 牛津 东 针 教 ? ,第 112 一 113 页 。 

[41 出 如 ,他 在 一 些 棠 教 爷 式 中 刻 砷 昔 仿 了 屿 :在 和 活 节 前 的 星期 日 . 地 代表 进 

具 陪 路 撒 几 的 基督 ;在 错 足 季 , 他 用 自己 的 手 征 12 个 穷人 的 中 ;在 圣诞 节 些 

其 以 后 的 12 天 中 ， 仓 与 芋 占 许 的 12 个 于 族 共 餐 等 。 在 宗 规 庆典 中 点 民 同人 

欢呼 . 跑 天 ,他 在 村 受 臣民 的 次 呼 后 , 转 癌 上 天 抑 出 人 隐 的 请 求 . 祈 诉 上 世 , 这 

过 征 莫 他 是 基督 与 基督 徒 间 的 中 介 。 (See 三 .UTDrnann ,本 ordiepd Podiegi Tenry ， 

下 -33.) 

133 克 

册 j1 汪 

涡 本 了 肢 千 叶 此 十 j 



本 

在 墨 治 温 和 可 效 林 时 代 , 国 王 被 视 为 “ 教 上 上 一 国王 ” ,一 身 而 一 

任 。!9 自 丕 平 的 先例 之 后 ,教皇 为 皇帝 (或 主教 为 国王 ) 涂 油 

和 加 冕 便 成 定 规 。 教 俗 双 方 都 承认 , 涂 油 礼 是 摹仿 人 日 约 少 中 

狂 太 国 芋 的 范例 ， 而 加 晃 则 进一步 解释 为 使 皇帝 成 了 罗马 帝 

国 的 继承 人 (21。 这 种 仪式 普遍 补 认为 是 使 他 们 由 继 弄 . 选举 

其 至 篡夺 竺 来 的 皇位 具有 合法 性 匡 甚 至 神 池 性质 的 标志 :由 

于 中 世纪 西方 人 的 心理 特点 ， 可 网 礼 这 类 宗教 仪式 所 包 合 的 

象征 意义 影 啊 很 大 -皇帝 { 或 国王 ) 方面 将 其 解释 为 ,通过 涂 

油 礼 和 加 坚 礼 ,他 直接 得 到 上 帝 的 恩 昌 和 特许 ,成 了 上 帝 在 人 

间 的 代表 ,被 称 为 “ 主 的 涂 油 者 "”。 从 此 ,他 已 经 是 “基督 的 中 

像 ”, 而 不 再 是 “人 民 的 轴 像 "”。 查 理 虹 还 被 说 成 是 一 个 “新 的 

大 卫 王 "。 人 惜 此 他 们 开始 迭 脱 日 奸 受 导 侍 法 和 人 代 权 力 的 束 

缚 ， 皇帝 也 自 认 为 继承 了 遇 马 帝国 皇帝 的 最 高 教 权 ， 仿 照 东 

罗马 帝国 的 榜样 , 对 罗马 教会 进行 控制 。131k 圣 经 # 中 关于 涂 

油 的 神圣 性 后 的 段落 ， 拼 引用 来 给 皇帝 本 人 量 上 了 一 技 灵 

光 ，t] 关于 “不 要 动 我 涂 负 的 "之 笑 的 话 , 裤 引申 为 国王 不 可 

接触 .甚至 臣民 将 手 放 在 国王 手中 都 近乎 沪 圣 徘 。151 

皇帝 三 罗马 的 加 冕 代 式 是 任 全 宗教 职位 的 礼仪 : 除了 

象征 世俗 权力 的 剑 . 金 球 和 王 节 , 皇帝 还 接受 一 个 措 环 ,人 必 

为 信仰 的 象征 ,并 受命 为 助 睹 , 在 举行 弥撒 时 帮助 教主 。 他 

动 Fr 全 

站 苹 症 

中 于 

[11 有 一 地 国 毛 还 被 图 朱 的 格 音 商 利 (Cresgoey Tuuml 称 为 “他 个 好 孝 芋 般 的 转 

正 ”。 foscph Cannimng .HL 有 sterr 时 好 cdieearl Pogiticeag 了 Tong， 一 了 5 他。Pp， 

26 一 27 .1 

[2 由 世纪 的 人 都 知 间 . 网 与 皇帝 音 法 地 享有 对 数 会 的 最 高 监护 可 。 

131 和 白 %63 年 禹 托 吉 时 后 至 1059 年 ,25 个 教皇 中 涉 人 于 1z 个 是 皇帝 直接 任 合 

的 .5 个 茹 他 们 撒 职 .1.Ullmann . earetpal Pogirieal heoryr -pp.9s.) 

[4] 有 人 认为 . 香 帝 已 不 纯粹 基 俗人 ,他 前 尹 油 相当 于 任 圣 职 ， 但 也 有 上 人 指出 , 主 

邹 失 调 在 类 上, 国 于 藤 放 在 腾 基 上 , 因此 两 者 干 能 由 担 计 论 。 (See Carlyle， 4 

Fisiory 奢 于 edhetal Pagerl Tanpry YY 下 .pp-147 一 148-) 

[s] 届 下 对 师 拙 著 和 西 态 政党 文化 全 统 # 第 350 551 页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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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教士 一 伴 分 享 两 种 圣 餐 ， 被 兴 认 为 圣 鼻 得 和 对 约翰 拉 特 

兰 高 的 牧师 会 成 员 -。 简 姆 斯 :布吉 斯 认为 ,曾经 有 过 - -种 两 

权 和 谐 的 理论 : 教会 道 过 如 冕 仪式， 以 教士 的 法 衣 〈 圣 带 和 

付 服 ) 来 芍 饰 皇帝 , 屿 予 他 一 种 教士 的 以 名 神圣 的 人 性质 。 每 

个 仪式 都 意 在 象征 并 赋予 他 许 密 实质 上 前 是 宗教 性 的 职 

责 。 因 此 , 神圣 罗马 教会 和 神圣 罗 妾 帝国 是 一 个 东西 , 是 同 

样 厅 西 的 两 个 方面 。“ 在 性 质 和 范围 方面 , 这 两 个 统治 者 的 

足 附 是 相交 的 , 擂 不 同 者 包 在 于 工作 范围 方面 。 我 们 把 教皇 

叫 作 条 教 上 的 旺 帝 或 是 把 音 帝 虽 作 世 习 的 教皇 ， 都 是 屋 有 

关系 的 - "他们 是 “同一 个 上 帝 的 两 个 仆人 ”。 但 这 种 理论 在 

历史 上 只 有 很 少 几 个 瞬间 是 实现 了 的 ， 可 能 不 客 于 三 个 时 

期 :查理 大 帝 和 教皇 利 奥 三 世 时 期 ;其 次 是 筑 托 三 世 和 他 的 

丽 个 教皇 , 烙 里 高 利 五 世 和 西 尔 维 斯 特 二 世 时 期 :第 三 是 享 

利 三 央 时 期 。 以 后 就 确实 给 有 了 。5 

但 是 ,出 于 基督 教 的 信 仙 , 皇 帝 在 要 求 自 己 的 教士 职责 时 

仍然 是 路 虹 的 ,也 是 克制 的 。 如 果 他 竟然 提出 过 分 的 此 求 , 常 

会 受到 教 俗 双方 成功 的 拭 制 。 办 马 皋 帝 对 教会 事务 的 最 商 权 

力 ,主要 是 从 帝国 安全 与 统一 的 考 夸 出 发 ,对 教会 的 绢 织 和 管 

理 守 行 外 部 监控 。 当 教会 内 部 发 生 争论 时 ， 皇 帝 能 够 对 争论 

进行 最 终 裁决 ,但 他 - - 般 并 不 直接 干预 信 届 问题 ,不 去 制定 和 

解释 教义 ,更 不 会 代行 教 土 的 神职 (如 主持 弥撒 、 慎 侮 等 )。 君 

士 坦 丁 在 尼 西 亚 全 会 议 上 面 对 主 教 们 宣称 :他 们 是 “处 理 内 在 

事务 的 主教 ”, 而 他 自己 或 许 是 “处 理 外 部 事务 的 主教 ”, 也 是 

“不 信者 的 主教”。 对 此 , 乌 尔 曼 解 释 说 , 他 的 意思 是 , 像 立法 

的 .组 织 的 .行政 的 尼 太 基督 教 的 纯 外 在 的 安排 管理 是 他 的 事 

务 ,而 不 是 主教 的 事务 :而 那些 “内 在 事务 "是 主教 的 职责 而 不 

[LI 冲 姆 斯 : 布 业 斯 半 坤 圣 罗 马 壳 国 ?. 第 寻 一 385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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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他 的 职责 。 这 党 明 , 皇权 的 教 十 特征 并 不 关 涉 皇帝 的 神圣 

的 .查理 斯 玛 的 和 精神 的 品质 ,只 涉及 他 作为 统治 朝 和 立法 者 

的 职责 , 换 扣 语 说 ,只 涉 太 他 的 政府 的 外 在 结构 。 证 有 一 个 量 

帝 , 也 证 有 一 个 中 此 纪 国王 ,有 权 声 言 能 名 授 任 圣 职 或 献 水 ， 

以 及 其 他 类 似 被 视 为 共有 查理 斯 玛 性 质 的 神 装 行为。 ”1 

J. 放 宇 说 得 更 通俗 些 : 在 罗马 时 代 ,“ 公 在 皇帝 享有 教会 

事务 上 的 管辖 权 有 的 意 头 上 ,他 是 教士 。 尽 管 皇帝 刷 理 解 为 作为 

帝国 的 教会 的 领 补 ， 但 他 根本 不 是 作为 教士 团 蛋 的 教会 的 领 

袖 。”“ 接 基督 教 的 观念 ,君主 坦 丁 在 圣 职 的 意义 上 不 是 主教 或 

教 上 上 。 ! 习 "就 他 不 能 主持 圣 事 这 扣 而 言 .他 不 是 教士 。 在 西方 ， 

他 也 从 未 芷 这 个 意义 上 被 神 为 教士 。 在 这 个 范围 内 ,人 们 区 分 

教士 与 平 信徒 。 但 教士 此 外 还 有 其 他 方面 职能 ， 在 这 些 领 域 ， 

鸭 王 可 能 害 帘 为 教士, 如 在 教会 事务 上 立法 ,任免 教士 ”13 

召 士 坦 丁 也 了 洒 认 在 纯粹 精神 事务 上 ， 包 括 教 浆 的 制定 各 

圣 事 的 管理 ,主教 有 最 高 权力 。 皇 帝 与 其 说 是 教会 首脑 ,不 如 

说 是 最 高 监护 人 。1I 在 基督 教 世 界 , 皇 人 帝 与 教皇 ,国王 与 主教 

丙种 职位 只 是 部 分 地 变 叉 ,从 未 完全 重 人 台 。L51 皇 帝 ( 和 国王 ) 

也 许 与 一 般 的 俗人 不 同 ,但 些 竞 是 个 稚 天。 

优 西 比 乌 的 观点 在 东方 是 规范 的 基督 数 政 治理 论 ， 但 

[1 三 -和 Umaann， ed Peiioal Reorr . 虽 - 对 

【>] joaeph Canming, 贞 万 Br oO et ofiieeg 了 huge ON 一 -了 950 PP. 本、 . 

[3] itbid.,P.26， 

[41 皇帝 的 正式 官衔 有 : ”基督 救 上 办 的 首脑 ", "基督 教会 的 保卫 彰 和 禾 及 者 " .“ 售 

待人 往 的 世 肯 领 灿 “ 等。 (入 隆 斯 布 机 斯 站 神 至 轴 马 兰 司 ?第 页 。) 

151 教委 们 斌 为 . 姓 士 坦 丁 有 具 术 五 城 判 主教 , 但 根据 同一 标准 , 康 士 坦 提 乌 类 一 世 

{Conatantius [不 议 裁 判 主教 ,还 创造 数 会 法 。 在 后 一 种 场合 :因为 周 王 的 行为 

人 教士 .或 挡 棋 的 行 方 像 教 皇 , 许 事 史学 寮 将 其 视 汶 “ 仙 撒 一 教学 主 交 "之 如 -月 

上 插 评 他 硬 泡 “人 衣 十 教之 于 和 " (Leatet[L Field JR .EDery ,Borminmeogs ml se 7 

Seonra: 站 mrhe 站 了 ns of eperm Poplittecal TagyfTlg 一 398) .pp,. 142.) 康 士 雪 提包 

斯 前 作法 是 茸 风 的 例外 。 



是 ,西方 后 来 踏 上 了 吃 一 个 方 癌 。“ 和 皇帝 一 教皇 主义 ”在 东 

罗马 帝国 长 入 流行 ， 但 在 西方 ， 它 被 更 为 强大 的 俗 权 与 教 权 

分 离 的 呼声 所 种 设 。 这 构成 天 主教 的 西欧 与 东正教 的 东欧 的 

主要 分 县 。11 

即 钙 在 东方 帝国 ," 恺 撒 一 教 汪 主 义 ” 的 概括 近来 也 引起 

-- 些 学 者 的 质疑 。 尽 管 皇帝 被 称 为 “教士 和 和 皇帝”, 介 在 整个 

拜占庭 阶段 , 他 仍然 是 俗人 。 坎 宁 说 :“ 仅 就 其 享有 对 教会 事 

委 的 裁决 权 方 面 而 言 ， 他 是 一 个 教士 。 如 果 将 帝国 理解 为 教 

会 , 泽 和 之 诚然 是 它 的 头 ; 但 如 果 戎 教会 理解 为 教 上 的 团体 , 他 

圣 定 下 是 这 个 教会 的 头 。”02 

(2) 国王 是 神 意 的 质 行 者 , 无 论 行 为 如 何 都 代表 神 , 但 这 

并 不 等 于 国王 本 身 是 神 。 

前 面 我 们 纤 证 的 以 大 烙 里 高 利 为 代表 的 言论 属于 这 一 

兴 。 这 种 观 扎 似乎 很 级 端 ， 在 西方 基督 教 世 界 并 不 占 主导 地 

位, 但 即使 这 派 人 世 只 是 神化 了 国王 的 行为 ,并 没有 神化 国王 

本 人 .。 根据 这 一 派 人 的 观点 ,有 严 的 统治 者 也 是 神 意 的 工具 - 人 

闻 的 权力 无 权 载 判 国土 ， 人 们 只 能 期 待 上 帝 的 审 判 。 这 种 观 

点 虽然 授 子 看 主 以 绝对 任性 的 权力 ， 但 同时 也 确认 了 恶 的 统 

沿 者 的 存在 ， 对 此 人 们 只 能 忍受 。 “我 是 什么 ?我 是 神 的 轴 

守 - “皇帝 这 句 口 头 禅 是 中 世纪 皇帝 神权 政府 的 基础 。 但 领受 

神 命 的 角 然 是 地 上 的 权力 ,仍然 是 租 肉 之 鹏 的 惟 人 。D3 

[1] 当 热 ,东欧 部 分 国家 和 地 区 是 天 主 秀 占 塌 势 ,如 逢 兰 . 排 克 、 况 曼 地 亚 等 ,这 些 

地 方 的 政教 关系 素 其 政治 文化 传 张 与 东欧 其 他 地 方 有 所 不 同 ， 

[2] Joseph Tanmng4 sfory 时 edienal Poiiicaz Tongi，3 了 OO 了 450,p.14， 

[3 在 17 世 纪 , 许 老人 人 对"* 君 袁 神 榨 "理论 概 足 阿 贡 之 能 率 , 政 千 让 也 二 例外 ,他 

说 :国王 是 掉 。 " 媒 他 也 引用 #《 诗 篇 3 第 82 篇 “你们 是 神 …… 乓 而 ,你们 村 跟 

收 上 一 样 死 去 ,你 们 要 眼 任 柯 王子 一 样 便 毕 。" 他 天 声 断 山 :你 们 是 血 内 之 蚜 

的 神 , 是 用 灰 积 泥 捍 万 的 神 。” (3 引 自 约 输 :， 才 克 有 归 斯 主编 :牛津 基督 教 生 》， 

第 235 页 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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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游 建 灿 直 上 硼 

可 

3) 王权 神圣 ,但 国王 并 非 神 圣 ,他 只 是 个 惟 大 ,他 的 行为 

可 能 是 违 上 人 背 上 希 意 志 的 。 

这 种 观 点 在 基督 教 中 占据 匆 对 的 统 兴 地位。 它 将 主权 

(和 上 伐 ) 与 其 人 体 的 君主 区 分 开 来 .在 承认 了 王权 忻 革 性 的 同 

时 ,也 确 了 从 了 和 君王 本 人 玉 其 行为 的 俗 性 。 国 王 不 是 先 郊 ,不 是 

神 :不 是 圣 徒 ,也 不 足 牧 者 。 他 只 是 个 俗人 人 。4 世纪 的 主教 商 丁 

乌 《Heaius} 在 给 皇帝 的 依 中 朋 确 地 告 诚 朱 着， 要 记 住 你 不 过 

是 个 众人” ， 这 是 他 反对 皇 项 干预 教会 事务 的 主 归根 据 。 ”不 

去 干 竹 教会 的 事务 ,也 不 要 在 这 类 事 上 癌 我 们 发 号 施 令 , 谭 是 

问 我 们 领受 教训 .“! 中 世纪 西方 政治 思想 家 普遍 认为 ,违背 

上 上帝 意 志 、 违 背 民 族 共 局 体 的 法 律 和 正 广 夯 则 的 国王 是 暴 河 

( 管 主 )。 国 于 与 暴君 的 区 别 是 中 世纪 路 治理 论 的 基本 概念 之 

一 ， 暴 大 的 行为 没有 合法 性 , 基督 徒 设 有 服从 的 交 务 。 “ 屠 亚 

的 权力 没有 得 到 上 帝 的 批准 ,不 是 来 自 上 帝 . “1 

这 样 我 们 就 看 到 ,对 国王 本 大 的 部 分 神化 曾 出 现 于 -- 时 ， 

并 在 后 来 的 呵 代 由 一 些 人 所 坚持 ,但 在 整个 西方 基督 教 发 展 

史上 , 它 设 有 取得 主流 邮 位 。 

基督 教 拒 物 神化 国王 ,出 于 它 的 基本 信和 虱 - 

在 西方 政治 史上 ， 神 化 统治 者 的 侍 向 从 仙 撒 积 奥 古 斯 都 

时 代 开 始 。 去 马 的 皇帝 由 于 担任 大 天 司 长 的 职务 【罗马 最 高 

伪 蛋 》 和 医保 记 官 的 职位 ， 他 们 的 人 身 恒 具有 了 神圣 的 意 

尽 " 以 他 们 的 生命 起 独 被 认为 最 庄严 的 拆 言 ; 他们 的 首 像 被 

尝 奉 ,甚至 锋 在 钱币 上 ,其 对 像 置 于 公共 建筑 或 民众 家 中 的 神 

售 里 ,全 国人 各 地 还 为 他 或 他 的 守护 神 修 起 许多 的 庙宇 ;民众 以 

灾 教 礼仪 么 天 他 们 .神圣 殊荣 在 他 生前 便 加 于 其 身 、 死 后 又 

[1j Henry Rettenson ,md -Doeareents 二 丽 e 瑟 Ritar 瑟 堪 erc 丰 ,FI 全 

[2 See farlylc , 业 是 imry 于 ee niiiarag 了 Theoryr ,Yuel. ,pt5D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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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 正 严 的 圣 礼 将 苦 号 赋 子 他 。D 

然而 .对 呈 帝 的 神化 和 和 崇拜 在 基督 教 看 来 属于 科教 的 。 莫 

督 教 与 罗马 帝国 冲突 的 一 个 原则 性 阿 题 ,就 是 恺 撒 是 神 还 是 神 

在 世上 的 代理 人 ?早期 基督 徒 曾 以 闫 强 的 协 著 精神 抵制 帝国 对 

举 帝 本 人 的 神化 , 为 了 抱 物 乍 帝 崇 拜 . 无 数 基督 徒 遭 受 残 酷 迫 

青 甚 全 条 性 了 性 而。 基督 徒 声称 ， 他们 可 以 克 蚌 和 服从 皇 

项, 但 不 会 将 皇帝 作为 神 来 绕 拜 。 皇 帝 不 是 神 , 已 经 成 为 基督 

教 教义 加 定 的 一 部 分 。03 本 里 十 拉 (Caracalla) 皇帝 铀 日 命 “ 坦 

办 之 主 ” ， 当 他 建议 把 自己 的 塑像 搬 到 基督 教 的 漂 砍 中 去 时 ， 

遭 到 基督 徒 的 抵制 。!41 在 基督 徒 的 心 上 月 中 , 进行 帝王 崇拜 乃 

基 犯 下 读 神 罪 和 偶像 崇拜 罪 。 

当 基 督 教 与 乌 帝 国 合流 后 ,一 方面 , 它 进 : 步 关 化 了 下 

权 的 神圣 性 , 另 一 方面 , 它 也 极力 桂 除 异 教 传统 为 皇帝 本 身 涂 

上 的 神 性 。 早 期 基督 教 与 帝国 的 冲突 可 以 视 为 两 种 人 情 你 的 冲 

突 :一 是 信 体 " 邓 稣 由 神 而 人 ”, 一 是 信人 狸 “ 恺 撒 由 人 而 神 ”。 君 

士 坦 丁 向 基督 教 忌 协 意味 着 前 者 对 后 者 的 胜利 。 皇 帝 换 来 的 

是 对 星 权 宰 革 性 的 取 认 ,但 皇帝 本 人 却 被 赶 下 神 坛 ,满足 十 作 

一 个 俗人 。15] 汝 基督 教 信仰 取得 绝对 统治 地 位 后 , 插 帝 是 神 

1t1 因此 皇帝 书 若 昔 死 前 开 玩 委 说 人 我 想 我 是 要 晤 神 了 了 .1 大山 布 昔 斯克 坤 至 胃 

马 帘 国 ? ,第 20 一 2!1 页。 王 晓 朝 :基督教 与 帝国 玄 化 3》, 东 方 出 版 竺 ,1997 全 ， 

第 虽 蕊 。) 

fi2] 名 当 学 帝 密闭 握 实 (Domitian] 给 自己 加 上 "主神 ”的 称 壮 . 井 蚂 迫 大 民 在 家 
暂时 说 ，“ 托 荐 我 种 嵌 帘 ”得 本 瘟 利 基 冰 补 帮 丰 能 接受 达 种 人 展 只 . 狂 太 大 享有 

赣 免 特 梭 ., 基 埋 竺 在 前 30 年 也 与 犹太 人 同等 看 社 , 受 法 律 悍 护 , 但 当 他 六 直 
出 鱼 太 民 散 范 团 ,在 外 邦和 中 乱 孝 后 高 失 点 了 这 一 特权 ,因由 使 遭 这 韦 。 

13] 在 那 位 最 早 特 罗马 帝国 朴 造 碟 示 三 式 神 权 收 伴 的 项 上 吕 下 先 坑 治 时 期 ,掀起 

了 对 末 肯 逢 最 为 持久 明治 坎 烈 的 迫害 ,不 基 人 惧 热 的 。 

14] 《新 约 ?中 有 一 盘 请 竹 认 为 是 针对 他 的 和 为 的 :有 恒 大 曲 人 .就 是 沉 治 立 了 下, 吕 

酶 出 来 , 性 是 揪 挡 臣 , 高 哲 自 志 ,超过 一 切 称 为 神 的 ,和 一 切 受 人 敬 拜 的 .上 奢 至 

坐 在 神 的 明 里 ,自称 是 神 :.“ 民 圣经 赴 撤 因 尼 迎 后 用》 第 用 章 第 4 节 ,，)} 

15] 东 督 教 成 汐 国 部 后 二 名 , 恒 根 据 基督 教 信 仲 ,取消 了 皇帝 的 大 此 司 长 职位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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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 基 神 在 才 癌 的 代 旦 大 的 问题 完全 按 基 督 教 的 方式 解决 了 ， 

从 此 这 个 论题 就 被 排除 在 西方 政治 思想 的 论 域 之 外 。 在 中 世 

纪 ， 日 耳 曼 人 的 传统 赋予 国 主 及 其 家 族 某 种 超自然 的 神秘 特 

质 ,但 他 本 人 人 不计 神 ， 我 们 知道 ,中 世纪 关于 社会 分 层 的 一 个 

基本 观念 是 对 忆 元 等 级 她 属 才 筹 级 的 区 分 ， 皇 帝 和 所 有 世俗 

的 5 非 教 二 的 ) 王 公 足 族 帮 是 属 世 等 级 。 

在 中 世纪 长 期 的 教 权 与 俗 板 的 斗争 中 ,有 君主 的 行为 而 不 

基 其 大 梅 的 神 蔡 性 成 为 双方 争论 的 点 上 馈 之 一 。 委 论 的 绪 皇 ， 

君主 行为 的 神圣 性 : 越 米 越 遭 到 拨 弃 。 国 王 与 暴君 的 区 别 诬 深 

秘 和 人 基督 徒 的 歧 治 代 仰 之 中 ， 暴 娩 的 行为 不 体现 神 意 。 击 契 

主 本 身 的 神 性 则 不 在 秆 论 之 中 ,因为 即 司 是 主权 派 ,也 没有 将 

君主 视 为 神 。 在 教 权 派 那里 姓 王 本 大 的 神 性 已 经 被 章 腐 净 

尽 , 而 芋 权 涛 后 来 取得 的 强 铀 , 并 不 是 通过 恢复 兰 于 的 神 性 ， 

而 是 通过 和 剥离 教 权 的 俗 性 来 实现 的 。 通过 将 教 权 允 町 纯 精神 

领域 , 工 权 实现 了 在 世俗 领域 的 独立 和 目 主 。 

兰 登 巴 笠 的 友 尼 区 德 【Manegold of Lautenbach) 是 叙 任 权 

之 争 时 期 最 尖 刻 的 作家 ， 电 是 皇权 派 最 严 后 的 批评 者 。 他 特 

别 批评 对 使 徒 关 于 世俗 权力 神圣 性 理论 的 错误 解释 ， 认 为 其 

错误 源 于 混 靖 了 国 工 的 积 位 和 个 别 国 王 的 地 位 。 前 者 显然 锌 

视 为 神圣 的 ,后 者 可 能 和 朱 去 了 其 权威 ,不 能 以 使 徒 积 威 的 名 六 

要 求人 们 服从 。 11 这 里 才 述 的 思想 标志 着 教 权 与 王权 斗 委 的 

积极 的 思想 成 果 ,在 中 世纪 具有 代表 性 。- 

3 和 原 徘 的 补救 ,正义 的 工 且 

由 神 所 设立 并 体 现 神 意 的 世俗 权力 的 职能 何在 ?基督 教 政 

[1] See ayle, 4 Rosarr oy 有 ein Pomlial Teorr ,val 下,p,103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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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 哲 学 是 从 消极 和 积极 两 个 方 借 来 进行 定妆 的 ， 

及 消 权 方 面 讽 , 世 痊 板 方 后 人 的 原委 的 补 朱 ， 

神学 家 们 将 国家 的 产生 ,政治 人 力 的 建立 和 解释 为 二 带 的 三 

志 , 只 是 由 于 对 基督 教 基本 教 交 的 信守 和 自然 引 电 。 寺 为 地 问 

一 切 都 出 白 上 帝 , 国家 当然 也 个 会 例外 。 当 拓 格 吗 师 利 等 人 家 

称 统 治 赤 的 所 有 行为 《包括 亚当 行为 } 如 是 上 总 点 赤 的 时 候 , 他 

们 也 不 过 是 将 基督 教 上 帝 主 军 世 界 的 救 六 机 械 地 运用 于 政治 

领域 。 但 是 , 当 需 要 解释 上 帝 何 以 设立 上 权 的 时 候 , 他 们 不 能 从 

圣经 # 中 找到 现成 的 解说 。 于 基 , 他 们 便 参 照 塞 评 卡 的 理 这 ,并 

将 其 与 基督 教 教 祥 结合 起 来 ,结果 形成 一 种 意 立 深远 的 愿 姐 . 

根据 神学 家 们 的 理论 ,人 类 在 原初 状态 是 纯真 无 邪 的 ,并 

不 需要 强制 性 权力 的 约束 和 管制 ， 也 泊 有 统治 其 同伴 的 野 

心 。 但 是 , 人 类 乱 落 了 , 失去 了 无 那 的 本 性 , 充 潢 着 答 党 和 野 

心 。 堕 落 的 人 一 方面 需要 强 朵 性 权力 的 管束 ， 另 -- 方 而 也 产 

生 了 搬 取 权力 的 答 望 。 人 类 的 堕落 被 奥古斯丁 称 为 “ 才 韭 ”、 

它 是 最 初 的 .原始 的 罪 ,是 这 植 于 人 性 深 处 的 根本 的 罪 、 其 他 

的 罪 都 由 它 而 生 。 由 于 人 的 菲 ， 人 进 间 的 败 壮 与 正义 便 受 到 

威 豚 。 于是, 便 需 要 人 对 人 的 统治 ,和 再 痪 强 剧 性 的 政治 权力 ， 

政治 权力 的 作用 在 于 : 

第 一 , 它 是 对 罪 的 惩罚 ,当然 是 世俗 的 惩罚 . 借 晤 于 惩罚 概 

念 ,人 民 的 重 箔 、 暴 政 的 残酷 .人 的 届 导 地 位 部 得 到 了 解释 ， 

第 二 ， 它 遏制 人 的 罪 的 本 性 的 脱 贝 和 扩张 。 罪 是 人 的 内 

在 本 性 , 它 会 不 断 脱 胀 。 政 治 权 力 以 外 部 的 强制 和 威慑 ,迫使 

人 茜 重 社会 法 律 规范 ,从 而 使 人 揭 罪 的 倾向 得 到 遏制 。11 

[1 用 路 义 的 话说 , 回 是 "万 政 使 坏人 更 坏 " .1 了 略 德 : 交 这 世族 的 砚 力 3 路 一 选 和 集 》 

(上 ?3 请 449 下、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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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， 它 在 由 秆 藩 的 人 组 成 的 社会 里 实 更 和 和 平 与 秩序 。 

由 于 人 的 堕落 ,只 有 借 勘 于 外 在 的 强制 ,才能 保证 大 轩 的 各 平 

与 社会 秩 邦 。 

和 总之， 它们 都 局 于 对 罪 的 神圣 的 补救 。 如果 说 君权 神 授 

为 国家 的 存在 黄 定 -个 有 限 但 坚固 的 根基 ， 那 么 原罪 补救 由 

为 其 必要 性 担 供 了 有 上限 但 坚实 的 理由 。 

关于 政府 足 对 罪 的 必要 的 褐 革 补 数 的 思想 最 争 由 2 世 

纪 床 的 人 协 里 泰 包 作 册 了 清楚 的 和 前述 , 而 后 安 布 洛斯 、 奥 占 斯 

于 .大 格 里 融 利 . 侯 西 密 尔 等 人 都 进 一 步 发 挥 了 伊里 厌 乌 的 

思想 。 安 布 洛斯 认为 ,统治 者 的 权威 是 交加 给 思 人 的 ,使 其 

最 其 智者。 般 冲 斯 丁 明 确 措 出 ,人 的 本 性 使 其 追求 与 辐 伴 的 

社会 生 和 请 ,社会 是 自然 的 和 原初 的 。 国 家 的 有 组 织 的 社会 ， 

带 有 对 制 性 的 政府 ， 以 及 人 对 其 同伴 的 权威 ， 是 习 人 怡 的 制 

订 。 它 部 分 地 是 惩罚 性 的 ,部 分 地 是 补救 性 的 。 大 尾 里 高 利 

认为 , 愉 目 然 本 性 上 说 ,大 的 确 是 平等 的 。 但 由 于 罪 的 结 桌 ， 

却 处 于 不 同 境况 。 由 于 不 能 所 有 的 人 部 过 上 善良 的 生活 ,一 

些 人 要 有 党 别人 的 统治 。 大 类 身上 的 兽性 倾向 只 能 车 恐 惧 来 

压制 。5 数 星 格 时 高 利 七 世 (Gregory 旭 ) 在 谈 攻 世俗 权力 的 

起 源 时 , 更 罕 出 地 强调 了 它 源 于 统治 者 的 罪 , 即 它 产 于 人 们 

希望 做 与 他 平等 的 人 的 主 上 的 徘 恶 野心 和 权力 欲 刻 。421 

从 积 级 方面 说 ,世俗 权力 是 维护 和 实现 正义 的 工具 。 

我 们 这 里 项 要 再 次 回 到 保罗 在 k 罗 马 书 #》 中 关于 服从 引 俗 

权力 的 那 段 善 名 的 话 。 人 保罗 在 劲 式 基督 徒 服 从 “在 上 月 权 笨 

[ 门 ] See Carlyle , Farory 二 好 eol Peinicory 和 pory, Vol IT,pp- 130 131、1 的 ， 

凤 ,PP .96- 一 号 ?了 . 

【2 Sea aihid vol 下,Pp ,95--97 ， 基 怕 教 神 学 家 普 迪 让 为 ,此 作 社 会 讽 二 上 压制 庶 :并 

隶 制 度 .而 产 制 度 与 虎 府 制 诬 ,者 丰 是 自 斤 的 ,而 是 罪 和 的 结果 .也 是 罪 的 赴 救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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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人 ”之 后 ,为 服从 的 载 兴 失 供 了 一 个 世 羽 的 和 功利 的 根据 , 那 

就 是 ,政治 权力 是 上 帝 在 世间 用 以 止 亚 扬 匡 的 工具 -。“ 人 必 宇 的 ， 

诛 不 是 叫 行善 的 雏 怕 , 玫 是 叫 作 普 的 惧怕 。 你 愿 章 不 殿 旧 荣 权 

的 吗 ?你 只 要 行善 .就 可 得 他 的 称 鞠 。 因 为 他 是 神 的 用 大 ,是 与 

你 有 益 的 - 你 若 作 亚 , 却 当 恨 但 ,因为 他 不 是 空空 的 个 剑 . 他 是 

上 和 帝 的 用 人 ,是 俐 禹 的 ,刑罚 那 作 恶 的 。 所 以 你 们 几 须 央 服 .不 

俯 是 丹 为 刑罚 ,也 旦 因为 身心 。 尿 们 纳 粮 ,也 为 这 缘故 。 因 他 人 

是 神 的 差生 ,常常 特 管 这 事 . 凡 人 所 当 得 的 ,就 给 他 . 当 得 粮 的 ， 

给 他 纳 粮 , 当 得 税 的 ,给 他 上 税 , [IU 保 罗 这 里 回答 了 :为 什么 世 

怡 权 力 是 神圣 的 制度 ?为 什么 我 们 必须 服从 它 ?他 的 意思 是 说 ， 

我 们 之 所 以 像 对 神 的 权威 那样 服 以 世 众 权力 ,是 内 为 它 的 存在 

是 为 了 维护 正 闪 ,国家 党 善 剧 晋 、 征 粮 收 税 , 都 是 正 久 的 职能 。 

由 于 世俗 轿 家 具有 证 义 的 目的 ,从 而 使 其 具 脐 圣 性 。 

将 正 交 理解 为 国家 的 本 质 , 这 是 继 兴 了 从 柏拉图 . 亚 里 士 

多 德 到 西 奉 罗 的 吾 典 政 色 哲 学 传统 。 教 父 们 一 迅 相信 ， 政 府 

是 对 徘 的 惩 昼 和 补救 ,得 同时 也 认为 , 它 还 是 保障 和 维护 正义 

的 工具 。 政治 权力 的 消极 方面 和 积极 方 曾 被 调和 在 一 起 。 

4 世纪 未 的 教父 安 布 洛 斯 非常 清楚 和 充分 地 引申 和 发 展 

了 国家 是 正义 的 工具 的 概念 。 对 安 布 洛 斯 而 言 ， 止 义 和 仁 翡 

形成 国家 的 理由 (ratioj。 止 浆 梅 成 国家 , 非 正六 昭 灭 国 家 。f13] 

在 这 个 问题 上 上， 奥古斯丁 是 独 树 - 帜 的 - 生活 在 岁 导 这 

国 大 厦 将 屈 的 时 代 ， 奥 古 斯 丁 极力 将 基督 教 的 命运 与 帝国 的 

命运 条 离开 来 。 在 他 的 双 城 论 的 理论 模式 里 ,国家 属于 嘻 落 

的 和 即将 毁灭 的 “世人 之 城 ”, 不 能 对 它 抱 有 帮 高 的 期 望 。 西 

赛 罗 认为 ,没有 正义 就 没有 国家 ,但 奥古斯丁 得 认 正 义 是 国家 

1 《 孚 经 罗马 书 》, 钙 于 达 第 1 -7 节 。 
【1 2】 Se Carlylte , 册 站 ostory ip PoReo 了 hecoryr Yo 工 ,P.162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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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下 开国 三 闻 

4 志平 时 且 和 中 = 一 2 “下 

kk 六 于 各 上 庆 饼 

下 FF 世 寺 本 了 本 

的 本 质 ,在 他 看 来 ,除了 上 帝 之 城 , 澧 有 国 察 是 正文 的 。 这 样 ， 

他 就 从 国家 中 删除 了 正义 的 因素 。 在 他 那里 ， 国 守 属 于 更 尾 

层次 的 东西 ， 它 是 那些 对 基 些 较 低 等 级 和 中 介 的 善 有 一 致 之 

爱 的 理性 动物 联合 起 来 的 共同 坷 。f 人 他 的 主要 职能 是 满足 人 

们 的 物质 需要 ， 维 护 地 上 的 和 平 与 安全 。 它 不 能 建立 正 妆 的 

社会 ,只 能 减轻 无 秩序 。 它 的 目的 不 是 什么 促进 善良 的 牛 活 、 

美德 或 完善 , 它 充其量 能 消除 罪 的 某 些 影响 - [3 

如 果 按 奥古斯丁 的 方向 发 展 ， 国 家 被 贬 到 最 低 的 非 道 德 

的 境地 ， 但 同时 也 使 它 免 去 了 任何 道德 的 约束 。 基 督 教 岗 此 

也 会 失去 监督 国家 道德 的 权威 。 但 是 ， 多 数 教 父 都 没有 走 奥 

十 斯 工 的 路 ,他 们 直接 地 借助 于 保罗 的 慨 念 .间接 地 吸取 鼎 殿 

城邦 时 代 的 政治 哲学， 将 正六 确定 为 得 家 的 本 质 和 和 目的。 他 

们 坚持 ,国家 的 叶 的 是 实现 正义 ,正义 是 任何 社会 组 织 合法 性 

的 本 质 。 虽 然 所 有 权威 在 各 种 情势 下 都 来 自 上 帝 ， 甚 至 统 论 

者 非 正 闪 和 压迫 性 的 痛 令 也 必须 服从 ， 但 他 们 芷 多 数 场 全 也 

同样 很 清楚， 政治 权威 的 基础 和 日 的 是 维持 正 义 。 怨 们 中 的 

- 些 人 人 多少 明确 地 意识 色 , 非 正义 的 权力 要 本山 不 是 权力 。 

尽管 奥 古 斯 械 在 中 世纪 的 教会 中 享 上 月 崇高 权威 ， 介 在 这 

个 问题 上 ， 中 世纪 的 神学 家 大 多 也 不 是 褒 关 他 指引 的 极端 方 

问 行 进 , 谭 是 绕 过 他 起 随 其 他 教父 。 

9 世纪 的 作家 接受 大 格 里 高 利 的 影响 ， 认 为 国王 是 上 帝 

的 代表 ,无论 其 好 ,正义 与 柯 。 但 这 并 不 意 昧 着 他 们 束 不 再 

区 分 正义 和 非 正文 的 国王 ,他们 将 后 者 毫 不 狼 光 地 称 为 “条 

[1 Auguetine ,EBy 二 和 oa .站 区 ,中 ， 

[2 对 出 斯 丁 还 和 上 沿 处 国家 定 尝 也 许 琢 明 他 对 西 塞 轴 定 光 的 否定 是 这 遇 可 典 

的 人 眶 至 消 有 -处 他 走向 另 一 个 方 何 他 比较 了 强 配 财 恢 与 王国 的 区 别 . 研 为 

司 者 的 特点 在 于 有 有 开头。 在 这 时 ,他 科技 受 了 西 塞 男 的 国家 概 和 家 (See Car 

1ylP , 生 inory dy edinnal Htc 7 了 Weory va 工 ,Pp.157，,) 



君 … LU 使 中 世纪 神学 摆脱 奥古斯丁 影响 的 重要 人 物 蚌 西 维尔 

的 伊西 冤 尔 (idors of Sevillel。 他 说 … 国 王 之 所 以 得 到 其 名 号 

万 是 因为 其 统治 .但 如 果 他 发 生 错 误 ,就 屋 有 统治 。 其 漂 统 治 

者 行为 正当 , 他 和 配 谤 国王 的 名 号 ;如果 他 霉 行 本 义 , 就 会 失去 

其 名 号 。"[3 他 的 这 段 话 常 被 9 世纪 的 作家 所 引证 , 他 将 国王 

与 “暴君 “相对 照 , 称 后 者 为 * 那 恶 和 残暴 的 统治 者 ” ,这 个 观念 

也 被 ?世纪 的 其 他 作家 所 来 纳 。 

正 交 为 世俗 权力 树 起 了 一 个 道德 原则 和 目标 ， 基 督 教理 

论 守 为 这 个 正 浆 原则 填充 的 内 容 大 体 相 同 ， 包 括 坚 和 守 正 统 信 

仰 . 扶 能 抑 强 .公正 审判 等 。 

大 格 里 高 利 写 信 给 摇 威 国王 说 ， 他 的 王权 的 真正 职 囊 是 帮 

助 被 压迫 者 ,保护 塞 妇 . 尽 其 所 能 热爱 和 捍卫 正义 。0 
太 纺 了 世纪 的 一 世 爱 尔 兰 作者 写 道 :国王 的 正义 意味 着 : 

不 无 理 地 施 压 迫 于 任何 人 ;在 人 们 之 间 施 行 公 正 的 裁判 ; 护 佑 

弱 着 ;和 鲈 癌 那 恶 ;保护 孝 会 ; 汶 王 国 选任 正六 的 统治 者 ;生活 也 

上 和 这 和 大 公 米 会 的 信人 刷 中 ;使 其 子 妆 远离 菲 恶 。14 

灿 林 斯 的 乔 纳 斯 (Jonas of Drleans) 指出 ,国王 的 首要 立 务 

是 以 公平 和 正义 统治 上 帝 的 子 代 ， 努 力 使 他 们 得 到 和 和平 与 和 

[1 中 世纪 人 们 使 用 "村 性 "1Tyranni) 概 念 沿 用 了 十 希 且 的 * 情 主 " 概 念 。 亿 在 古 钴 

册 ," 伍 主 " 指 和 人 忧 全 法 程序 装 得 和 车 扬 政 梢 的 蚊 和 说 痢 , 而 中 世纪 的 *“ 暴 兰 " 直 

破坏 沪 律 韦 范 和 正 尽 准则 国 而 也 违背 上 帝 意 志 的 再 主 . 前 者 偏重 于 政权 的 再 

诬 广 或, 后 者 依 便 于 权力 的 行使 方式 。 一 个 希 眩 旬 主 蜡 扰 全 上 归 了 城邦 政权 .但 

他 可 能 旦 开明 而 受气 蕉 的 ; 一 个 中 世纪 妇 硅 可 能 昌 合 法 地 柳 取 权 方 的 ,但 

他 却 岂 败坏 的 方式 行 恒 权力 。* 策 主 " 在 希腊 愿 无 旺 沈 涉 是 君 " 在 中 世纪 无 弓 

是 旦 六 。 所 届 ,国内 有 的 著作 将 中 世纪 的 "franni 泽 为 " 傅 主 -是 不 合适 的 。 

[2 Seearyle .1 亲 pory 时 肘 ee 疡 DEF Teory ,VOL 工 ,.172，3221. 

13] 。 See 让 证-Vol. 三 ,? 刘 .94 一 95 ， 

[4] 下 De Deoageeime dbnsriads See 一 书 , 该 书 稼 捉 亿 为 关 刁 普 王 安 . 奥 利 根 .奥古斯丁 

或 其 他 某 亿 救 健 的 中 作 . 刷 1908 年 5. 海尔 迪 13.Helloann) 认 汶 , 它 属 十 了 世纪 

一 丛 束 汞 兰 上 的 作品 。 See Caryle，4 了 sppry 听 Meeieeoar Polifarar Theory ,Ya 工 ， 

- 223,note (ty 

145 妇 

山 11 下 

司 本 志 

轴 三 或 耳 萝 则 汕 | 

1 1 和 



hx 六 于 灯 双 上 剂 

型 

谐 。 大 臣 必 须 明 上 白 , 基 营 的 子 民 在 本 性 上 是 与 他 们 平等 的 ,他 

们 必须 正义 地 治理 他 们 ,而 不 是 在 他 们 头 上 和 作 威 作 福 ,或 欺压 

他 们 ， 视 他 们 为 附属 物 和 荣 由 统治 者 的 工具 。 这 是 暴 厦 的 疯 

念 , 属 于 非 正 义 的 权力 ,不 是 王立 的 权力 。01 

佛 洲 亩 的 艾 畏 特 (Abbhot of Fleurr) 将 国王 的 正 交 解释 为 ， 

不 以 深 力 条 追 任 何人 :审判 时 不 偏 秘 ;作为 客人 人 、 儿 童 和 蹇 妇 

的 左 护 人 :镇 压 那 亚 和 和 犯 旱 ; 岩 许 禾 人 ;使 正 叉 的 人 掌握 王国 

事务 ;防御 敢 人 保卫 国家 ;支持 大 公教 会 的 入 仰 等 。 色 

有 关 的 论述 在 载 父 和 中 世纪 的 文献 中 可 以 说 情 拾 缘 是 ， 

我 们 不 需 引 证 更 多 。 这 里 我 们 需要 提 上 太 的 是 . 有 的 神学 家 将 

给 予 和 保障 人 民 的 “上 自由 "作为 国 工 止 义 的 内 容 。 安 布 将 斯 在 

给 提 奥 多 修 斯 (Theeloaius) 皇帝 的 信和 中 就 强调 允许 言论 和 抗 

说 自由 的 重要 性 。 当然 ,他 首先 条 到 的 是 在 与 政治 权 方 的 天 

系 中 教士 或 教会 的 自由 。 他 向 统治 者 展示 了 政治 秩序 中 租 由 

概念 的 某 种 重要 性 : 好 的 统治 者 喜欢 自由 ， 而 二 的 统治 者 喜 

欢 虹 役 。 同 笠 的 语言 也 出 现在 大 格 里 高 利 给 皇帝 的 信 中 : 他 

赞赏 皇帝 许诺 在 其 统治 下 恢复 人 民 自 由 的 作法 。 他 认为 ,这 

是 共和 国 (eeommonweath) 的 皇帝 和 国家 (nationy 的 王 之 间 的 重 

大 分 时: 前 者 是 上 自由 人 的 主 上 【Demiri)， 而 后 者 是 昏 来 的 主 

上 .,，f3] 

到 13 世纪 以 乒 ， 受 亚 里 士 委 德 的 影响 ， 正 闪 概 六 锌 峰 

予 其 些 更 积极 的 内 容 。 和 在 阿 奎 那 看 来 ， 教士 的 职责 是 教导 人 

们 找到 真正 幸 情 的 道路 ， 而 国王 的 职责 是 规范 人 们 的 条 

活 ， 使 其 得 到 真正 的 幸福 。“ 国 王 的 真正 月 的 ， 应 该 是 这 

样 安排 了 事务， 使 其 臣民 过 上 善 的 告 活 ， 善 的 生活 旦 按 关 德 

[1 See ibia .wol .1 .-P.225. 

[2] See -bid. ya， 川 ,p. log. 

13] See bid Vol IF to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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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 .10 巴黎 的 约 葵 (John of Pans) 也 为 国家 确定 了 道德 日 的 。 

他 指出 ， 认 为 王权 色 与 物质 忻 事 务 有 关 的 认识 是 错误 的 . 因为 

王权 的 职责 是 种 进 共 同 的 着 。 不 仅 是 一 盘 的 共同 善 , 而 且 包 舍 

了 以 美德 为 准则 的 生活 的 善 。 [2 如果 我 们 记 着 奥 古 斯 于 的 国家 

概念 , 我 们 就 会 上 发现, 13 世纪 的 基督 教 昼 学 家 对 国家 已 始 有 了 

更 为 积极 的 评价 。、 国 家 的 正六 上 间 标 木 再 满足 于 消极 地 维护 ' 秩 

序 . 保 障 安 全 与 和 乎 ,而 是 积极 地 促进 美德 与 善 的 实 项 。 

无 论 是 原罪 的 补救 ， 还 是 实 更正 头 的 工具 ， 基 督 教 为 国 

家 规定 的 职能 都 是 工具 性 的 。 作 为 对 罪 的 补救 ， 巧 是 消极 的 

工具 ; 和 必 为 实现 正义 的 手 路 ， 它 是 积极 的 工具 。 无 论 恕 何 ， 

国家 本 身 不 是 目的 ， 它 不 能 为 自己 而 存在 ， 也 不 能 要 求人 为 

它 而 存在 ， 它 只 是 人 们 实现 其 他 目的 的 手 修 和 工具 。 在 城邦 

时 代 ， 柏 拉 图 把 国家 视 为 目的 ， 亚 里 士 多 德 把 国家 视 为 人 的 

本 质 的 实现 ,得 基督 教 出 于 其 起 世人 恪 的 信人 多 ， 不 可 能 将 国家 

作为 人 的 精神 归宿 。 与 人 的 来 世 命运 相 比 ， 现 实 的 国家 让 贬 

为 吾 俗 的 存在 物 。 作 为 皂 制 人 的 罪 的 荆 上 ， 的 功能 至 为 消 

极 ， 简直 可 以 说 是 以 亚 制 亚 。 作 为 促进 让 关 的 工具 ， 它 也 是 

以 消极 的 防范 性 捕 施 为 主 ， 国家 (政府 ) 不 是正 头 的 化 身 ， 也 

不 热衷 于 采取 主动 行为 ， 按 一 定理 想 设 计 和 改造 国家 与 纯 

粹 扼 制 和 罪 的 功能 相 比 ， 保 障 社会 正义 是 国家 的 积极 职能 ， 但 

与 将 国家 视 为 目的 的 观念 相 比 ， 这 种 积极 职能 角 然 是 消极 

的 。 基 督 教 将 国家 定位 填 消 辍 的 工具 ， 仅 赋 和 了 其 工具 性 价 

值 ， 沿 着 基督 教 开 峡 的 方向 ， 产 生 了 户 申 主义 的 工具 主义 国 

家 观 。 在 西方 政治 思想 史上 ， 国 家 主 交 或 者 有 是非 基督 教 的 ， 

11 iibq..Vuw .YYpb.33. 状 振 见 阿 村 屠 :这 君 主 政治 3 ,第 一 条 第 一 旧 . 第 瞧 碍 : 规 

《 阿 生 更 政治 著作 选 》. 

121 与 ee 忆 ary]EE 用 机 PE 时 时 有 ET Po TREEenrr YL .PP.3]， 

本 了 台 址 号 所 晤 了 ”到 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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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 了 了 -1 二 寺 于 沪 卫 “2 

部 建 灯 动 Fr 寺 

画 上 喧 ri 

或 者 是 扩 基 督 教 的 ， 不 会 是 基督 教 的 。 

为 国家 设 定 正义 的 目标 ， 一 方面 为 它 的 存在 提供 了 积极 

的 理由 ， 得 同时 也 给 它 套 上 了 道德 的 马 勤 。 统 治 者 必须 按 正 

必 的 淮 则 行事 , 以 实现 正 立 为 陵 贾 , 如 果 违 背 了 正义 , 他 就 朱 

去 了 合 技 性 。 在 人 们 的 观念 中 ,中 广 主 要 体现 在 法 律 上 ,所 以 

正 艾 原则 疾 不 是 空调 的 说 瑟 ， 而 是 实在 的 约束 力量 或 权威。 

人 在 中 攻 纪 , 大 们 普遍 信仰 法 律 至 上 , 正 义 是 政 河 社 会 的 基础 ， 

非 正 妆 的 统治 者 会 衣 上 “暴君 ”的 污 名 ,受到 合法 的 抵制 或 抵 

抗 。 呵 奎 那 就 曾 指出 :尽管 叛乱 是 重大 的 罪行 ,但 反抗 暴 身 不 

是 闻 乱 , 因为 他 的 统治 是 不 正六 的。 在 这 种 情 训 下 ,“ 犯 了 远 

为 三重 的 状 乱 的 罪行 "的 是 实行 暴政 的 君主 本 人 大。 

伍 栈 教 关 系 而 言 ， 正 愉 理 论 使 教会 的 道德 监督 权 有 了 合 

法 根据 , 教会 一 手提 着 道德 的 马 勒 , 0 一 手 擎 着 上 帝 的 尚方 

宝 刘 ， 对 统治 者 实行 道 祥 上 的 监督 。 中 世纪 政治 足 上 时 种 啊 

起 “正义 5 正 义 1 的 呼声 ,这 是 教会 (或 人 民 ) 在 您 动 套 在 统治 

老头 上 的 紧 短 名 。 

二 ”冷漠 的 政治 情感 

根据 《双人 经 》 的 记载 , 面 对 死 亡 饰 运 的 耶 蚀 平静 地 对 审讯 

他 的 罗马 总 督 彼 拉 堵 说 :“ 我 的 国 不 属于 这 世界 。 ”03] 在 这 之 

前 ,全 似乎 预 囊 到 了 他 的 门徒 受 通过 的 命运 ,于 是 告 城 他 们 说 : 

如 果 恺 们 属于 这 世界 ， 这 世界 必 爱 他 们 ， 但 他 们 “不 属于 这 

[11 匡 阿 村 那 政 千 著作 选 3. 第 136 责 。 

[2] 道德 的 马 蔓 一头 捧 在 教会 手 里 , 另 一 头 手 在 民 从 ( 幅 族 利平 员 1 手 蜂 , 他 们 共 

己 解 约 谢 治 者 的 政治 行为 。 

[31 《至 经 的 帆 福 音 》, 第 多 全 章 第 36 节 : 兄 区 第 用 章 第 24 节 。 

148 



个 世界 "。[0 由 于 他 们 不 属于 这 地界 ,他们 不 需 拿 赵 万 剑 为 他 

酸 斗 ,这 共 界 也 下属 于 他 们 ， 所 以 他 们 需 坦 然 面 对 不 幸 的 世 

俗 命运 。 事 稣 的 话 将 后 岸 命运 与 此 岸 的 生存 状态 对 立 起 来 ， 

挫 精 神 维 应 和 彼岸 世界 的 眼光 审视 世俗 直 界 ， 从 而 表达 了 一 

种 新 的 政治 心态 和 情感 ， 即 对 现世 国家 和 政治 生活 的 淮 漠 和 
看 远 。 [3] 

“我 的 国 不 属于 这 世界 ”， 这 是 所 有 基督 徒 面 对 国家 和 政 

治 事务 都 会 说 出 来 的 请 。 他 们 相信 , 作为 基督 徒 , 他们 的 精神 

生命 不 属于 这 个 世界 ,基督 不 作 此 址 的 主 , 他 们 的 最 终归 宿 也 

不 在 这 个 世界 。 对 他 们 来 说 ,这 个 世界 只 是 他 们 渴 长 的 朝圣 旅 

途中 短暂 的 一 瞬 , 他们 偶然 成 为 某 一 个 国家 的 臣民 ,需要 为 这 

个 国家 尽 臣 民 的 义务 .但 这 个 国家 只 是 他 们 朝圣 旅途 中 寅 居 

的 一 个 客栈 , 不 需 与 之 认真 计较 。 人 的 灵魂 不 梧 ,而 国家 忽 生 

忽 灭 。 基 督 徒 是 上 帝 的 选民 ,有 着 圣洁 的 灵 吏 和 徙 岸 永 生 的 命 

运 , 面 国 家 不 过 是 负责 人 的 现世 生活 的 俗 物 。 基 督 徒 满 阴 于 这 

个 世界 , 但 不 能 沉迷 于 这 个 世界 , 若 要 不 沉迷 于 这 个 扯 界 , 就 

要 与 这 个 世界 保持 一 定 距 离 。 因 为 他 们 不 属于 这 世界 ,所 以 这 

世界 也 必然 将 他 们 视 为 异类 。 对 此 他 们 能 够 从 容 应 对 。 这 

样 ， 和 追求 灵魂 抒 救 的 超越 主 交 价值 取 癌 和 对 彼岸 命运 的 信 

和 仿 ， 大 大 降低 了 国家 和 政治 生活 在 基督 教 的 众 和 值 迟 系 中 的 地 

位 。 出 于 “上 帝 的 选民 ”与 “这 个 世界 ”之 间 鲜 明 的 二 元 性 

的 深切 体 认 ， 基 督 徒 开 始 以 痊 并 、 玻 远 的 心 闪 对 待 阔 家 。 

在 城邦 时 代 ， 尽 管 公 民 梓 也 相依 人 的 灵魂 不 死 和 来 世 合 

运 ,但 是 希腊 人 并 没有 将 来 世 命 运 与 现世 生活 对 立 起 来 .也 洪 

[1 参见 《入 经 - 约 夫 福音 》, 第 Y 章 第 19 节 。 

[2z] 械 兰 要 说 :在 新 的 中 到 企 弥 汝 着 对 达 力 的 丰 商 感 。 ”fjJuphn Langan ,3.1 7hn 

Jnepntdnal an che Coierikgy a TREESGREHY ID 民 eiertDi Tinerdiy un 本 antam Rhus ， 

cda by incme 防 IlIoum .FEaul 了 arin ,and Wayrne T -Proudfeoot pz .sd 

1 和 TEMPETPHEHigpeghPipipil- 生 HP- 下 9 对 加 臣下 曙 贰 十 且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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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r 六 征 灿 和 动 ir 垦 

盏 量 上 mh 上 

有 像 基 和 思 教 那 件 把 世俗 世界 视 为 神 对 人 类 的 惩罚 和 人 类 赎 闫 

的 地 方 。 在 他 和 们 看 来 ， 彼 岸 世 界 不 过 是 此 上 岸 世界 的 延伸 。 所 

以 ， 他 们 全 身心 地 投 人 城邦 的 政治 生 医 。 他 们 的 全 部 忠诚 指 

向 城 孝 ， 整 个 的 人 及 其 生活 者 融 人 城邦 。 城 邦 就 是 他 们 更 世 

的 精神 人 情 像 与 图 腾 ,在 城邦 公共 生活 中 ,他们 钵 验 到 扯 当 寺 基 

销 徙 那 种 与 神 同 在 的 精神 感受 。 人 的 最 商 身 份 是 成 为 公民 ， 

成 为 公民 意味 考 和 参与 城邦 的 公共 生活 。 一 个 公民 通过 优良 的 

城邦 生活 ， 就 能 达到 完美 的 道德 境界 和 实现 目 己 的 本 性 所 

以 一 个 不 关心 会 共事 务 而 只 关心 自己 私事 的 人 ， 和 希腊 人 称 他 

们 为 “合子 ”。 亚 里 十 对 德 开 脱离 城郊 生活 的 人 称 为 “不 是 一 

只 野兽 , 那 就 是 一 位 神 只 "。111 

外 城邦 向 世界 常 国 的 转变 .使 个 人 拉 开 了 与 国家 的 开 . 

离 。 帝 国 的 专制 政治 取代 了 城邦 的 公民 自治 ， 国 家 权力 表 项 

为 外 在 的 .异己 的. 晤 生 的 力量 .没有 公民 的 意志 兴 人 其 中 。 

和 人们 和 失去 了 城邦 时 代 的 政治 热情 ， 转 而 关注 个 人 的 内 心 世 

夫 。 斯 禾 葛 素 的 岂 想 转 问 , 即 如 伯 林 所 说 的 ,其 关注 的 中 心 由 

公共 政治 问题 转 回 个 人 纯粹 内 在 的 经 验 及 个 的 抒 救 ， 由 公 

肥 季 ,由 外 及 内 , 身 政 治 而 及 伦理 ,由 减 邦 而 及 个 人 ,由 社会 而 

及 非 改 治 的 无 玻 府 主 飞 ,5 就 反 幢 了 帝国 时 代 人 人们 对 政治 的 

下 远 ， 

基督 教 把 人 人 的 目光 引 向 天 国 ， 从 而 不 青 把 世俗 国家 作 

为 入 们 的 精 昼 家园。 基督 徒 不 再 有 城邦 公民 那 种 对 国家 或 政 

治 共 同体 的 的 在 认同 。 他 们 只 纵 予 国家 有 限度 的 了 重 认 ， 有 条 

件 的 肯定, 络 不 会 把 无 眼 的 滋 美 之 辞 送 给 国家 ,更 不 会 产生 对 

国家 的 神化 和 毕 拜 。 根 据 基 督 教 信 仙 ， 神 化 国家 无 笃 于 谋 奔 

L]j] 亚 理 土 志 初 :{ 政 说 学 3, 第 急 页 。 

13] 大 所 以 于 亚 : 伯 林 :& 浪 主 这 昔 俩 :现代 岂 配 史 的 - :个 危机 ?7. 厅 达 娠 等 坊 : 

吉 消 鸳 入 由 前作 之 销 ?, 第 2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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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像 ,权力 崇拜 万 是 魔鬼 崇拜 。 基 稍 徒 自 认 为 "新 人 类 ”, 过 者 

一 种 新 的 生 往 ,这 种 新 生活 使 人 的 精神 世界 从 国家 中 撒 出 ,将 

自 标 转向 天 国 ， 只 将 那 具 沈 重 的 肉体 留 给 国家 去 支配 。 他 们 

那 高 级 的 宗教 生活 只 与 上 帝 有 关 ( 通 过 教会 1 ,只 有 暂时 性 的 、 

低级 的 世俗 生活 才 与 国家 发 生 关 系 。 他 们 需 以 “等 待 " 天 国 的 

附 心 怒 爱 址 和 俗 秩序 。 作 为 这 个 世界 的 朝圣 着 ， 基 营 徒 们 只 是 

消极 地 为 国家 尽 最 低 限 度 的 义务 ， 不 会 把 政治 生活 视 为 人 生 

惟 值 的 实 型 ， 因 而 也 不 会 将 全 部 身心 奉献 给 国家 .担任 会 归 

和 服 其 税 是 公民 为 国 服务 的 主要 途径 ， 时 期 基督 徒 出 于 其 悄 

俩 对 这 两 者 都 了 予以 拒绝 。!0U 那 些 要 第 底 贯 彻 基督 教 伦理 原则 

的 收 女 .修士 们 ,于 莉 远 离 人 和 群 社会 , 到 深山 或 钞 漠 中 过 着 枉 

* 独 的 昔 收 生活 。t 他 们 的 那 种 生活 方式 属 乎 被 亚 里 士 多 德 称 

为 “不 是 神 就 是 普 ” 的 生活 ,可 它 却 是 基督 徒 最 标准 最 理想 的 

壬 酒 ，531 

生活 在 2 世纪 未 3 批 纪 初 的 德尔 图 良 【Teruliiany 被 认为 

是 将 基督 教 拉 工 化 的 第 一 位 神学 家 ,西方 气质 的 基督 教 在 他 这 

里 初 露 疯 伯 。[L4 他 的 著作 中 集中 表达 了 基 上 示 徒 与 世界 玻 远 的 

心理 。 宙 痛斥 这 个 世界 的 黑暗 和 那 恶 ,充满 情欲 , 罪 族 深 重 . 在 

fi 拒绝 赋 兵 役 是 早期 基督 教 卉 这 圳 的 原因 立 - -。 史 桩 记载 了 基督 古 柜 服 兵 祖 

* 而 列 孝 的 事例 。 位 列 数 首 浊 : “我 根据 良 必 折 脲 挫 役 .我 怠 -个 基 上 

竺 。.……… 你 们 可 六 丰 我 的 头 , 但 我 大 县 为 这 个 其 界 的 权力 服役 ,我 将 传 秦 上 

帝 。"( 转 引 自 阿 诺 捉 : 活 因 上 比 : 芝 .个 历史 学 家 的 宗教 现 f ,第 120 页。) 他 他 的 

另 一 理 册 是 服 颖 役 时 听 作 的 将 言 有 偶像 崇拜 之 嫌 。 

121 有 的 由 扎 软 年 生活 在 谋 潍 的 测 实 里 ,有 的 长 期 在 识 总 的 石柱 上 骨 行 1! 以 " 柱 上 

在 士 “ 甘 次 )。 

L3] 早期 革 督 徒 以 丙种 极端 的 在 式 厌 达 了 德 们 对 了 上 帝 的 麻 证 ， 负 民 对 廿 和 槛 民 

角球 远 和 对 抗 :一 是 忆 自 已 的 鲜 直 开征 页 殉 教 :， 是 退出 社会 .失事 篆 仿 ，， 吞 

于 域 本 版 依 基 督 救 后 ， 官 片 冰 会 与 直人 殿 政 粗 他 流 ， 这 时 能 土 志 动 却 担 到 了 有 

组 总 的 发 展 。 因 为 殉道 行为 已 经 中 止 ,他们 情 以 通 世 的 性 间 生 活 来 保持 他 们 

瑟 世 众 杜 会 的 距离 。 

[4] CC, 职 不 : 藻 卓 数 简 中 3, 币 1I00 页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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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四 

化 看 来 ,世界 有 如 一 座 监 狱 . 基 督 徒 不 是 进 到 是 面 去 ,而 是 竖 从 

中 逃 出 来 : 基 斩 徒 的 会 民权 在 天 上 。 他 说 :我 对 论坛 . 牢 音 、 元 

老 院 不 负 任何 六 务 . 我 提醒 肯 己 不 要 去 发 挥 会 失职 能 。 我 不 去 

挤占 讲 公 , 也 不 在 乎 任何 行政 陪 位 。 我 不 去 投票 种， 岂 不 凡 当 

律师 。 我 既 不 当 官 也 和 不当 兵 ,我 已 经 从 社会 的 讲 俗 生 沙 中 撤 

离 - “在 我 们 看 来 ,国家 的 事务 与 我 们 无 天 。 [11 对 国家 的 朴 离 

感 和 对 参与 政 治 牛 活 的 奈 亚 在 这 里 已 表达 得 淋 泣 尽 谋 。 

基督 徒 对 上 岂 家 的 态度 受到 林 世 论 观 您 的 强烈 影 喇 ,， 叶 期 

基督 教会 是 一 个 期 待 的 于 体 , 倍 徒 们 将 财产 兖 给 教会 , 虐 诚 地 

过 有 未 教 生活 , 互相 抽 而 ,等 衙 着 基督 重 返 人 了 间 ., 本 日 审判 和 干 

年 捷 国 的 到 来 - 保 轴 的话 就 反 映 了 这 种 末日 期 待 的 心理 .他 敦 

促 教徒 座 持 现 泪 状况 , 克 论 他 上 昌 前 是 自 巾 人 还 是 奴隶 。 他 也 要 

求 除非 必要 ， 在 基督 降临 萨 不 要 婚嫁 .因为 “时 候 越 来 越 近 

了 了 ……… 这 性 界 的 样子 将 要 过 去 了 ”031 基 叔 征 旦 以 这 种 来 是 期 

竺 的 心音 看 符 国 家 的 。 虽然 这 种 期 待 一 击落 空 ,最 后 的 日 子 - 

再 推迟 ,但 这 种 期 待 的 心理 却 根 识 蒂 回 。5 世纪 欧 奥 古 斯 丁 也 

表达 了 对 束 个 政治 秩序 的 悲观 让 六 情绪 :“ 至 于 这 个 用 不 了 窗 

少 日 子 就 达到 终点 的 凡 俗 的 生命 ， 由 谁 来 管理 人 们 的 生活 叉 

有 人 人 么 关系 ?”[3] 外 期 修 锦 即 至 , 只 要 统治 者 不 强迫 他 去 伍 不 

虑 和 散 和 闭 亚 的 勾当 ,基督 作秀 不 需 去 惠 会 国家 . 

末世 学 的 观念 屋 基 督 教 信 伸 国 有 的 一 部 分 . 它 时 强 时 弱 ， 

但 从 未 消失 。 这 种 末世 学 的 期 待 一 方面 使 他 们 晓 低 现存 制度 

的 价值 ， 另 一 方面 使 他 们 耐心 接受 其 消极 的 和 被 视 为 暂时 的 

方面 。 但 随 着 时 间 的 推移 , 末 批 学 的 观 伪 必 然 秋 渐 淡漠 ,在 主 

流 基 督 教 团体 中 ,根据 4 新 约 》 建 立 起 了 "时 间 和 季节 "({ 它 由 分 

岂 妖 上 太 

六 汪 奸 

[111 引 真 壮 晓 订 : 替 督 部 与 帝国 玄 化 了 ,来 方 出 上 社 ,1997 咎 ,第 上 喇 一 嫩 页 。 

121 芝 汉 经 弄 林 志 前 书 》. 第 嵌 查 第 29 一 31 节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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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 决定 } 不 确定 的 观念 。 他 们 也 能 鲜 发 展 出 一 种 从 十 藻 的 神 

命 到 它 的 实现 之 间 长 其 的 过 滤 阶 段 ， 以 及 建立 相应 的 制度 以 

适应 这 一 期 间 的 需要 的 观 售 。 他 们 示 能 特别 从 《约翰 福 育 4 中 

发 展 出 已 经 实现 的 未 世上 学 的 舍 闪 。!11 根据 这 种 观 爹 , 订 导 的 

次 定性 因素 已 经 出 现在 基督 教 共 同 休 中 ， 永 民 的 生活 已 经 开 

始 。 这 个 立场 妍 可 以 导致 关注 基督 教 社团 的 内 在 生活 ， 用 与 

“这 个 世界 ”强烈 的 疏 邹 感 与 敌对 感 ; 也 可 以 通 向 关心 社会 制 

度 的 转变 ,珍惜 正义 与 和 平 的 王国 。[ 愉 长 的 历 出 过 程 来 看 ， 

基督 教 府 这 两 种 个 沿 是 并 存 的 。 对 来 世 的 期 待 并 没有 查 定 现 

志 正 义 穆 序 的 价值 ， 寺 现世 正六 秩序 的 追求 也 没有 取代 基 虎 

逢 对 来 世 的 庙 往 。 所 以 基督 徒 对 府 俗 凶案 既 不 是 完全 投入 ， 

也 不 是 完全 分 离 ,而 是 若 即 若 亢 。131 

对 政府 的 态 庶 , 居 基 叔 教 老 上 了 - -条 通 问 二子 架 的 道路 ， 

他 们 先是 受 尽 迫害 ,而 后 便 蚌 与 世俗 政权 无 尽 无 休 的 神 帘 。 

直到 者 士 坦 了 在 313 年 发 布 “米兰 救 令 ”前 的 一 百 密 年 

中 ,上 4 基督教 长 期 处 于 世俗 国家 残酷 的 迫害 之 下 -4151 他 们 的 教 

主子 稣 以 及 两 位 最 重要 的 使 徒 保 多 和 彼得 都 其 被 罗马 当局 处 

死 的 。 在 早期 基督 教 历史 蕊 ,有 一 长 串 的 殉 教 者 名 单 ,他 们 被 

教会 列 为 圣 徒 。 对 圣 徒 的 纪念 不 断 地 提 蛆 着 大 们 世俗 当局 的 

[1 “ 访 识 储 独 -的 真 种 ,并 且 认 识 奈 芭 来 的 邢 钱 其 叔 .这 就 是 水 生 . "至 绎 - 

约 输 梢 音 ? ,冲天 和 碍 第 3 节 。) 

121 See Joha Langan ,与 .本 .The Tefinudhroy mid the eleeftptaty Crattariy ]n 必 oRiusur 

DersHy anal 再 anaan iiher ， da .hy Trene Floam，J,Paul Marn。 and 及 几 ae 
1 Proudioot ,pp .158， 后 音 即 是 尖 代 新 教 事 数 教 这 和 “全 二 会 议 ”后 天 记载 家 方 

的 厅 世 型 。 

[31] 连 嵌 道 证 动 后 来 也 从 是 期 的 寞 相 闵 时 回 到 了 和 人间 .三 到 社会 .六 重 抽 起 请 

如 入 秽 .教育 等 大 量 的 社会 职 刘 。 这 - -点 在 西部 拉丁 教会 如 为 时 显 。 

(4] 此 前 的 311 年 .四 世间 帝 中 的 三 个 (包括 君 士 坦 本 已 经 联名 此 布 过 -个 "并 

诊 骸 售 "。 

135] 状 督 救出 学 罕 说 , 盲 府 对 直上 耕 逢 的 迫 上 革 有 十 辽 。{F.L Crmusssed .THRe fxforc 

Dertiomary 碍 扶 E 由 有 呈 丰 站 GEFe Tamdlon :zfuorl 口 mavenrsty Free ，]97 二 ,了 .LOd47 )}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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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 力 与 圣 徙 的 虚 诚 信 虱 间 的 对 立 。 迫 害 给 基 皮 徒 的 集体 蕊 忆 

中 刻下 了 难以 忆 灭 的 和 伤 妆 :。 虽然 他 们 面 对 迫 害 及 取 了 了 和合 附 、 

顺从 的 态度 , 绝 不 反抗 . 但 他 科 对 忆 俗 政权 的 朴 朱 .怀疑 和 你 

留 的 态 媒 却 深 深 地 扎 下 了 了 可。 近代 自由 主 妆 首 把 政府 锡 为 不 

可 和 避免 的 神 害 ,早期 基督 秆 的 心理 与 肯 由 主 头 者 是 相通 的 ,在 

当时 ,他 们 大 概 把 政府 视 为 必须 忍受 的 福 害 - 

外 在 行为 上 的 个 耐 顺从 不 等 于 内 心 的 认 问 。 基 旧 徙 在 

国家 中 已 经 找 不 到 归属 感 , 对 他 们 米 说 , 国家 是 外 在 的 、 陌 

生 的 、 寻 己 的 ( 尽 答 那 时 还 没有 ”异化 "概念 ) 力 量 , 人 们 对 国 

家 不 再 有 城邦 时 代 的 亲情 。. 基 和 车 徒 从 内 心里 拒 床 国家 、 尽 搞 

四 家 。H. 人 和 尔 曼 说 :“ 在 早期 教会 经 切中 , 非 暴力 芭 抗 原则 

是 国有 的 ,因为 基督 教 舍 狸 本 身 蚌 非法 的 . "10 在 最 时 的 一 

批 基 叔 部 文 献 中 , 迫害 基督 教 的 政府 被 视 为 魔鬼 的 工具 . 加 

地 被 比喻 为 饮 圣 徒 血 的 巴比伦 泽 妇 。41 这 里 已 经 进 下 了 对 

世人 和 俗 国 家 歼 意 的 种 村。 

当 看 士 二 丁 合 罗 马 政府 与 基督 教 和 和解 之 后 ， 基 督 教 对 政 

府 的 态 虚 发 生 了 重 划 变化 -在 4 世纪 和 5 世纪 初 ,教会 内 普 遇 

把 允 马 帝 国 视 为 工 帝 神 意 预 选 的 工具 ， 以 使 基督 教 能 够 在 世 

界 上 确立 起 来 。 4 世纪 来 狄 奥 邓 四 (LTheodosius) 星 帝 对 寞 教 的 

禁止 和 退 害 使 基督 徒 们 十 分 得 意 ， 他 们 相信 ， 通 过 呐 己 的 统 

苔 ,各 民族 都 联 台 在 一 个 基督 教 帝 国内 ,上 和 帝 在 人 世间 的 计划 

就 会 短 现 。 软 马 的 统治 现存 就 赴 基 督 在 世界 上 的 统治 ，t31 但 

Jf 动 片 骨 

站 ” 凯 

[11 朴 榴 :了 . 人 尔 各 , 法 律 与 革命 一 一 西方 法 神 忧 统 的 形成 ? ,第 203 页 - 

[2j 才 至 色 :启示 录放 ,第 亲 章 ， 

131 JE. Burmas，rd-， Te Tarbriige Taioryr 是 本 cdr PogReral 了 ougkr，+ 3341 一 

rd Camhridge ，1988,P .103. 旭 当 他 们 与 毅 国 雪 局 绎 生 伞 党 时 ,对 帝国 的 

朴 远 与 敌视 仍 羡 去 现 出 求 。 如 密 霄 图 主教 18cbhaob Ponatns) 就 曾 针 对 皇帝 的 

一 坦 对 儿 趟 利 的 惊 仿 说: “ 皇 斋 与 教会 有 什么 机 十 -“( 吉 网 阳 再 主 摘 :人 基督 

教 二 千 千 史 4 ,第 142 页 。) 

二 154 



随后 西 罗 马 帝 国 的 覆灭 和 轴 与 教会 与 东部 帝国 皇帝 的 冲突 直 

到 最 后 分 到 的 经 历 ,使 一 些 教会 人 士 又 调 穆 了 他 们 的 立场 。 

奥 百 斯 丁 就 是 -个 典型 。 他 原 米 对 央 马 帝国 也 持 积极 的 

背 定 态度 .但 在 成 熟 的 政治 彰 学 中 ,和 人们 看 到 了 “上 和 邓 之 城 "与 

“世上 之 城 ” 的 尖锐 对 立 。“ 世 上 之 城 " 被 撒 写 为 黑暗 、 短 暂 和 

无 望 , 充满 徘 亚 .网 答 和 痛 芷 。 当 然 “ 世 上 之 城 "并 不 能 完全 

与 国家 等 同 , 在 奥 产 斯 丁 的 思想 中 ,末日 审判 来 到 之 前 ， 上 帝 

之 城 " 与 “世上 之 城 " 并 存 于 这 个 世界 上 :, 是 这 个 性 界 属 十 基 

督 教 的 - 面 和 非 基督 教 的 -: 面 的 对 立 。 但 通过 奥古斯丁 对 

“世上 之 城 ”的 描写 , 大 位 会 强烈 感 党 到 他 对 世俗 世界 各 世俗 

生活 的 悲观 .中 离 与 压 亚 情绪。 对 “世上 之 城 " 的 认识 志 污 定 

了 奥古斯丁 对 国家 的 定义 。 他 似乎 将 国家 搞 为 "了 上 上 带 之 城 " 利 

“ 世 工 之 城 ” 在 世间 达成 的 妥协 , 是 两 个 城 的 岂 民 在 世 喇 共享 

的 中 性 价值 领域 。 这 样 ， 他 和 便 抽出 了 作为 配 塞 机 国家 和 定义 灵 

魂 的 “正六 ”, 将 国家 的 基础 建立 在 社会 成 员 对 其 些 较 低 等 级 

和 和 中介 之 着 的 共 阿 之 爱 上 ， 从 而 把 国家 星 损 为 仅 负责 物质 

需要 的 满足 . 免 受 攻 击 的 安全 .有 秩 订 的 社会 交往 的 工具 ， 

筑 上 二 斯 丁 也 表达 了 对 世俗 国家 强烈 的 不 信任 。 在 他 看 来 ， 

由 于 人 性 中 罪 的 因素 和 人 的 蝴 落 ,人 类 生活 失去 了 和 谐 。 他 相 

信 ,社会 中 充斥 的 冲突 .不 平等 .山上 服 与 暴力 ,都 是 犯罪 的 结果 

和 所 受 的 惩 胃 。 和 类 在 政治 上 组 织 起 来 ,服从 统治 者 和 强制 性 

的 制度 ,也 是 人 的 罪 的 结果 ,其 目的 是 解决 冲 罕 和 兴 乱 。 它 绝 

不 是 帮助 人 实现 正义 的 秩序 ,而 只 是 减轻 无 秩序 。 他 把 现实 社 

会 称 为 “这 个 大 间 地 狱 "。!0 政治 权 为 在 这 里 的 作用 只 是 保障 

安全 和 富足 , 所 有 政治 制 诬 、 法 律 行 了 焉 和 其 他 强制 性 机 构 , 都 

蚌 为 了 这 个 目的 :它们 使 铸 亚 党 到 过 制 ,善良 得 到 伸张 。 不 过 ， 

1 EDUaliRe ，Jhe Ci 克 oa YL. 其 22 

至 本 可 妇 咽 货 迪 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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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

大 力图 获得 社会 下 头 种 秩序 的 最 好 努力 出 注定 是 失败 的 

从 奥 十 斯 本 的 活 吉 里， 我 们 看 到 西方 人 对 国家 态 谋 的 一 

个 根本 的 转变 .他们 不 再 把 国家 看 作为 人 闫 谋 福 利 的 最 可 鸣 

社会 组 织 , 人 生 的 目的 币 价 但 的 实 需 不 能 奇 托 于 同 家 , 仁 四 家 

中 他 们 找 丰 到 自己 的 归宿 : 这 样 ,他 们 就 乒 始 与 国家 之 癌 扩 开 

王 离 ,中 保留 .怀疑 的 眼 交 审视 国家 。 个 人 与 国家 间 的 贞 亚 始 

于 斯 多 葛 派 ,但 在 奥古斯丁 这 里 , 莽 初 的 弄 痕 已 扩展 为 鸿沟 。 

曲 罗 马 带 国 往 习 后 ， 基 叔 教 与 H 耳 曼 大 的 熏 族 名 京 相 结 

合 ,似乎 开始 了 教会 与 国家 新 的 敬 月 .但 教会 与 国家 问 的 冲 窗 

以 肥 不 同 教派 与 世俗 政 悦 之 问 的 冲 罕 拱 和 衬 整 个 中 性 纪 。 寿 政 

教 冲突 中 - 教 权 派 一 方 舍 会 极力 旺 损 其 至 妖 订 化 上 权 , 虽 然 他 

们 的 思想 只 是 一 家 之 各 ， 其 影响 在 币 人 程度 上 被 星 派 所 冲 

痰 或 中 和 ,但 这 种 对 王权 的 用 损 和 妖魔 化 ,已 经 成 为 基督 教 政 

治 厅 学 固有 的 一 部 分 ,强化 着 对 国家 的 离心 力 , 也 为 西方 人 托 

制 世 俗 政治 权力 提供 了 不 沿 的 思想 资源 、 

三 ”基督 徒 的 两 种 忠诚 

路 德 在 他 最 重要 的 一 篇 论文 《 论 基 督 徒 的 月 由 》 中 以 一 个 

反 论 作为 开端 : “基督 徒 是 全 然 月 由 的 僚 人 之 十, 不 爱 任 向 人 

管辖 ; 某 督 徒 是 全 然 顺 从 的 你 人 之 仆 , 受 任何 人 的 管辖 。 ”上 

这 意思 是 说 ,就 基 普 徒 与 上 帝 的 直接 联系 而 言 ，: 切 人 间 权 左 

都 无 权 介 人 (包括 教会 和 教皇 ) ,但 在 他 们 的 生 世 牛 活 中 , 届 服 

从 现存 的 社会 政治 秩序 。 这 种 看 起 来 荡 还 的 对 世俗 政治 秩序 

和 政治 权力 两 极 对 立 的 态度 ,在 基 闪 教 的 信 你 体 系 中 , 却 得 到 

111 芋 他 选 率 让 上 1 市 352 页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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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适当 的 谓 稻 ， 并 和 达 全 -种 不 稳定 的 平衡 。 简 单 地 说 ， 它 就 

是 : 既 要 上 服从 庆 众 统治 硼 , 又 要 服从 上 E 芝 .在 世俗 事务 上 上 服 从 

世俗 统 消 音 , 在 精神 事务 上 服从 上 上帝 ;外 在 的 生活 最 共 世人 恪 统 

治 者 ,内 在 的 世界 最 从 上 名。 当 革 和 的 权威 5 铠 撒 的 权威 发 

生 证 罕 时 , 或 者 说 , 当 恺 区 的 权威 影响 他 们 灵 魂 得 玉 时 , 基督 

徒 选择 服从 上 条 而 不 时 性 撒 . 

这 种 双重 服从 和 双重 电 诚 的 政 镶 态度 ， 植 根 于 基督 教 对 

大 的 双 下 性 .双重 生活 目标 和 双生 人 生命 运 的 依 休 ,直接 源 于 

对 志俊 权力 二 重 性 (神圣 性 与 世 众 性 ) 的 认识 。 在 太史 上 , 国 

家 的 政治 权力 曾 享 和 交配 人 类 生活 的 最 高 权威 ， 人 们 服从 国 

察 忆 万 ,天 悼 土 是 以 丙种 不 同 的 根据 为 项 的: 第 一 种 . 国家 

的 权威 完全 是 世俗 的 .和 它 源 于 大 民 和 集体 。 如 和 硕 膀 村 马 城 幸 时 

代 ,让 那里 , 宗教 事务 也 由 人 民 集 体 决定 。 第 二 种, 国家 的 祝 

威 涛 于 神 , 统治 者 由 于 具有 人 《和 君王 ) 神 全- -的 特性 而 豪 有 祝 

威 。 如 古代 东方 和 多 马 帝 困 时 期 ,帝王 林 刁 就 是 神 ,或 具有 神 

性 .因而 他 的 权力 就 是 神 的 权力 : 但 基督 教 却 开 局 了 - -区 新 

的 路 线 , 它 一 方面 确认 国家 芍 治 权力 的 神圣 性 原 , 另 一 方面 又 

将 神 本 和 刁 的 权威 与 政府 的 权威 分离 ， 苹 认 两 者 发 生 虎 上 电 万 至 

证 窦 的 可 能 ， 并 将 昼 的 权威 置 于 政府 权威 之 上 。 它 承认 政府 

权威 是 神 授 的 、 神 刘 的 . 困 此 人 们 必须 服从 .但 帝王 名 身 不 旦 

神 , 而 是 一 个 所 大 ， 他 们 与 普通 人 人 一样 , 也 是 有 徘 的 , 惟 基 如 

此 ， 他 们 只 能 管理 世俗 事务 ， 其 行为 可 能 基 违 背 神 意 的 。 所 

以 ,对 他 们 不 能 缩 予 充 全 的 信任 .对 他 们 的 服 共 是 有 限购 。 

] 服从 的 义务 

基 莫 教 虽 然 胜 低 了 世俗 国家 的 价值 ， 对 它 怀 着 冷漠 和 本 

远 的 态度， 但 它 了 志明 日 无 误 地 肯定 了 服从 世俗 统治 者 权力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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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务 。 根据 基督 教 的 教义 ， 政 府 制 度 虽 不 是 目 然 的 但 时 足 神 

设 的 , 彬 译本 大 虽然 不 是 昕 而 是 人 ,但 他 掌握 的 世俗 政府 的 权 

力 却 来 自 上 帝 ,其 性 质 是 对 人 的 罪 亚 水 性 的 补 囊 , 对 人 的 犯罪 

笋 培 的 一 种 皂 制 ,并 在 助 于 促进 出 俗 的 闫 和 正 共 。 所 以 .服从 

此 人 习 政 权 基 必要 的 ,也 是 每 个 基督 徒 的 条 教 六 人 务 。 

在 这 里 , 我们 需要 赎 一 次 引用 课 风 那 -: 段 十 分 此 名 哆 

洒 : 

ji 和 节 证 煌 动 上 和 末 

在 上 有 权 辆 的 ,人 和 大 当 顺 服 他 ,因为 没有 权 笨 了 韦 是 出 

于 神 的 。 嘱 营 权 的 ,都 芭 神 所 谷 的 .所 尺 抗 拒 掌 权 的 ,就 

是 原 拒 神 的 合 - 抗拒 的 将 自 取 弄 罚 - 作 官 的 , 厚 不 是 叫 行 

壮 的 惧 外 ,已 东 巴 作 亚 的 悍 怕 。 你 诛 惠 不 避 和 外 掌权 的 吗 ? 

你 只 要 行 着 ,就 可 得 他 的 称 鞠 。 因 为 他 是 神 的 用 人 ,是 与 

你 有 益 的 。 你 老 作 亚 ， 却 当 惧 怕 ， 因 为 他 不 是 空空 的 佩 

人 钙 。 他 是 土 帝 的 用 人 ,是 伸 需 的 ,刑罚 那 作 恶 的 。 所 以 你 

们 莞 须 顺 周 ， 三 但 是 因为 刑 困 ， 也 是 因为 良心 。 你 们 纳 

粮 ,也 为 这 缘故 。 因 他 们 是 神 的 盖 役 ,常常 特 管 这 事 。 凡 

人 所 当 得 的 ,就 给 他 , 当 得 粮 的 ,给 人 纳粹 。 当 得 税 的 ,给 

和 创 土 税 。 当 惧怕 的 , 惯 介 他 。 当 杂 秽 的 , 葵 获 他 1 

在 整个 《圣经 》 为 数 不 多 的 点 接 涉及 政府 或 政治 问题 的 论 
述 中 ,这 是 最 长 的 一 段 。 这 眉 在 后 世 不 断 被 人 们 引用 的 话 , 构 
成 基督 教 政 府 理 沦 的 基本 依据 。 一 位 西方 学 者 以 多 少 有 些 记 
张 的 方式 说 ;“ 整 个 基督 教 政 治学 说 由 无 非 是 对 这 段 语 的 不 间 

。 断 的 注解 和 赋 释 。”11 

[1 所 革 多 轴 马 书 》, 第 青 章 第 1 ?了 节 。 

于 2 下 lxadeT 已 annrrim 人 PPmtrevgB RE 条 er 时 有 cr 本 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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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罗 的 这 段 划 喻 明确 地 肯定 了 基督 第 有 服 以 世俗 权力 的 

多 务 。 从 他 的 话 可 以 看 出 ,这 种 义务 建立 在 四 个 理由 之 上 :第 

一 ,所 有 的 权力 都 是 神 误 的 ;第 二 ,所 有 掌权 的 都 是 神 所 藻 的 ; 

第 三 , 统 拒 和 擎 权 的 就 是 抗拒 神 的 命 : 第 四 , 过 俗 权 力 的 目的 在 

记 止 亚 扬 善 ,实现 社会 正义 ， 它 因此 种 职能 而 具有 神 莽 性, 应 

傍 得 到 上 服从。 前 三 个 囊 击 是 相互 联系 的 ， 和 它们 为 服从 的 六 务 

提供 了 宗教 性 的 终极 根据 ， 它 意味 着 服从 国家 不 仅 是 出 于 政 

治 必 要 性 ， 而 且 是 宗教 义务 。 最 后 一 条 为 服从 的 文 劳 提供 了 

直接 的 世俗 根据 ,但 它 也 同样 效 透 着 宗教 精神 。 

在 使 徒 书信 天 量 的 布道 劲 谍 的 文字 中 ， 直 接 涉及 政治 问 

题 的 并 不 案 ， 得 其 中 和 上告 诚信 徒 可 服从 世俗 权力 的 占 了 突出 的 

世 置 。 保 罗 在 上 述 一 大 段 话 外 , 还 不 止 一 次 重复 了 同样 的 员 

想 , 01 使 徒 彼得 也 教导 徒 姑 们 说 :“ 你 们 为 主 的 缘故 , 要 顺服 

人 的 一 切 制度 ,或 是 在 上 的 看 主 , 或 是 君主 所 浅 罚 亚 赏 善 的 臣 

衬 。 “使徒 书 往 中 对 服从 世俗 权力 的 义务 的 突出 强调 ,给 人 

们 留 下 深 姑 印象 ,人 们 谋 得 ,在 耶稣 那里 “人 恺 撤 的 物 " 与 “上 帝 

的 物 ” 之 间 的 一 元 论 到 使 徒 这 里 似乎 开始 向 政治 一 元 论 刁 

斜 。 有 的 西方 学 者 将 其 称 为 “保罗 的 -元 主义 ”。13] 

从 使徒 书信 的 具体 语 境 去 分 析 ， 我 们 多 少 能 路 发 现 使 征 

蔓 焉 的 动机 。 

第 一 ,服从 的 教义 与 基督 教 的 一 般 伦 理 晨 岂 是 一 致 的 .是 

基 餐 教 处 理 人 与 人 之 闻 关 系 的 伦理 原则 在 教徒 对 统治 者 关系 

切合 的 应 用。 基督 教 贡 求 信 徒 在 与 普通 人 之 间 的 关系 上 要 恪 

守 博 爱 .谦和 押 和 顺从 的 准则 , 将 这 个 准则 运用 于 政治 关系 ,在 

[1 比如 《至 经 提 摩 太 前 书 》 ,第 [ 草 第 1 一 2 节 必 所 密 书 》 ,第 耻 童 第 1 节 。 

[2] 《于 既 . 护 得 前 书 ?》 .区 T 章 第 13 和 节 。 

[3] egter 工 - Fieid .本 及 , TBerry ， 丰 okimapis ， 了 seo Supora 站 nm Re 人 in 二 惠 strern Po 

Feaeuy 了 eofogrit TS 一 3298) ， 革 道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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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对 统 治 考 的 场 台 .就 是 服从 - 所 以 服从 统治 者 的 训 诚 并 没 

有 特别 的 意 交 ， 它 非 是 在 超越 主义 价值 观 和 末日 期 竺 心态 

二 对 现世 秩序 整体 态 并 的 一 部 分 .基督 徙 降 然 村 “对 葡 外 

人 大”. 基 全 “为 通 迫 你 的 人 诸 告 ,那么 艇 钳 统 浴 首 便 是 题 中 几 

有 之 芯 。 

第 二 ,由 上 世俗 下 府 率 提 着 和 在 性 俗 社 会 巧 是 荔 状 的 职能 ， 

以 它 的 威慑 力量 为 后 是 的 社会 政党 法 律 秽 范 有 助 于 扼 制 基 营 

徒 的 犯罪 倾 庙 。 基 督 往 诚然 有 更 前 的 道德 标准 ， 供 在 使 徒 们 

看 来 ， 世 俗 社 会 的 政治 法 律 规范 也许 徇 成 他 们 道德 行为 的 虹 

线 。 一 个 好 臣民 不 见得 中 一 个 好 基 营 徒 . 也 :个 好 基督 徒 一 

般 说 来 ( 竺 少 就 践 时 为 基督 教 信和 刷 所 允许 的 文 务 方面 1 是 一 个 

好 臣民 . 

第 三 , 在 使 征 时 代 , 此 肾 教会 内 有 … 种 无 政府 十 光 报 问 ， 

信徒 们 因为 铀 己 是 基督 徙 而 战 视 社会 秩序 和 本 俗 胡 范 ， 夏 视 

政府 , 使 徒 们 极力 遏制 这 种 箱 向 的 发 展 。111 卡 玉泉 指出 :人 必 

岗 和 彼得 为 世俗 统 洽 者 的 辩护 ， 尾 要 抵消 早期 基督 教会 中 的 

基 种 无 发 府 主义 倾向 。 吕 铝 使 共 办 入 柯 能 毁 火 入 类 生活 统一 

的 罪 焉 ， 车 入 反对 人 类 进 乍 -: 般 原则 的 毁灭 性 立场 的 罪 

显 - “446 届 了 示 录 》 已 经 清楚 地 显示 出 ,犹太 人 对 多 与 监 府 的 痛 

恨 曾 有 有 时候 在 一 定 图 子 的 基督 徒 中 很 萌 遍 。 在 妈 马 成 为 基督 

教 社团 凶残 的 赦 人 的 时 候 ,《 启 示 录 》 的 作者 表达 了 对 息 蕊 统 

治 者 最 强烈 的 仇恨 。 即 使 4 局 示 录 涉 只 代表 了 一 部 分 基 蕉 徒 的 

感情 ,这 样 一 种 感情 在 教会 内 的 流行 ,也 会 所 使 教会 领袖 敬意 

上 虹 性 Fr 硬 

11] 保守 教 怪 往 姑 说:“ 居 人 副 召 . 旦 要 得 自 出 。 内 是 三 可 将 恢 人 的 户 由 当 作 旋 铀 

情 答 的 相 会 .1 和 兰 等 ， 扣 拉 本 村 第 不 第 13 节 :外 得 说 : "你们 时 号 日 贞 

的 . 丰 直 可 异 关 自 由 启 盖 肚 毒 ,总 时 必 神 的 仆人 - 上 则 章 葡 杂 上 .亲朋 教 中 的 忆 

第 , 秀 藤 神 , 畦 散 如 下 和 至 经 :彼得 前 上 第 下 童 第 13 一 17 年 ，? 这些 所 减 

亚 然 是 有 针对 性 的 ， 

1 21| 忆 arlyle ， 册 厅 tory W 有 elrraef morerraf 了 euryr ,wul 上 ,6 ,9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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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版 依 者 与 政府 关系 问题 ， 所 以 ， 上 这 那 些 关 于 服从 政府 的 

动 式 可 解读 为 ， 其 首要 日 的 是 扼 制 部 分 基督 徒 对 堆 岂 政府 采 

取 狐 太 民 族 主 尽 立 场 的 谷 疝 -00 

第 四 ， 服 从 政府 可 以 减少 政府 和 社会 公众 对 基督 教 的 猜 

疑 竹 不 信任 .创造 有 利 的 外 部 环境 .使 基督 徒 企 此 世 过 着 一 种 

安静 的 生活 ,使 其 守 教 生活 不 肥 技 俗 力 量 的 搅 拍 ， 03 

使 逢 们 的 忧虑 不 是 激 有 道理 ， 收 府 和 公仆 对 基督 教 的 不 

信 作 和 敌意 ， 的 确 给 纪 期 丈 督 教 带 来 最 大 的 麻 炬 。 卡 革 尔 指 

出 在 《新 约 》 中 ,就 我 们 所 见 , 志 包括 时 其 教父 的 善 作 中 ,都 

证 有 直接 证 据 表 明 早 期 教会 否认 基 众 政府 的 权威 ， 尽 管 这 样 

的 指控 被 用 来 反对 早期 教会 。 但 至 少 大 们 很 容 遇 这 样 猜 测 : 

关于 上 和 带 儿 子 的 各 出 以 及 下 正 基督 王国 的 成 员 的 狂热 精 祥 ， 

可 能 很 容易 转变 戌 对 所 有 政府 的 轻 艺 ， 特 别 是 当政 府 是 在 世 

俗人 十 手中 时 。 ”13 

耶稣 传播 的 是 天 国 来 临 的 福 刘 ,但 他 本 人 就 面 对 着 如 何 

对 待 野马 政府 的 难题 。 狐 太 的 守 教 和 政 藻 领 衬 对 事 鳞 提出 向 

恺 撒 纳 税 问题 ， 企 图 使 耶稣 陷 人 赛 境 。 耶 稣 虽然 成 功 地 解 管 

[1 苹 启 示 录 的 传统 存 革 和 督 教 里 其 未 断 饮 .比如 ,在 罗马 背 国 时 所 .北非 基督 社 

财 帝 国 - 艇 部 表 开 了 较 强 的 轻 草 和 反抗 态度 。 -位 北非 殉道 这 说 :我 未 束 

认 这 个 上 上 的 市 国 。 了 辆 于 七 编 以 下 站 教 二 千年 下 .第 122 丰 。 1 1 世 纪 侍 

教 上 监 革 时 伐 的 绸 证 蕊 拘 也 采 弃 了 类 似 的 态度 ， 迫使 跨 德 下 得 不 重申 属 轴 的 

晓 愉 教区。 已 , 特 殉 东 在 论述 其 冰 孝 对 再 在 政府 的 二 措 度 时 。 根据 对 疏 有 府 

是 知 悄 协 区 分 了 教会 "toharc) 和 机" 教 衣 ” fseecD . 疝 普 是 “妥协 ”的 党 划 , 后 着 

居 " 赣 寺 协 "的 康 玫 - 前 者 随 斌 现年 社会 政治 经济 葡 序 .后 考 则 将 技 与 上 帝 之 

时 尖锐 对 立 起 来 。fErnal Treelikh ,Te 辣 orrt 于 rrfimg He 站 ri 理由 Threed - 

New Tork : 机 acmilian ，] 外 多, YY. ，pp 3328 一 343.1 这 果 陋 述 的 出 是 共 上 技 内 

的 两 种 传统 . 

[21 如 保罗 说 :为 "“ 君 了 3 和- - 志 在 位 的 " 针 和 上告." 司 我 们 可 贞 硕 麻山 正 , 羊 实 玫 事 地 

麻 卓 .这 显 好 的 ,在 神 我 们 救 主 西 前 可 蔓 悦 纳 -。 ”以 董 经 ， 担 麻 太 羡 书 》, 第 工 

童 第 1 一 2 节 。) 共 担 认为 , 服 以 举 权 的 可由 博 性 那 删 沫 无知 人 的 1 。( 休 于 

经 * 彼得 前 节 # ,第 [ 章 第 13 一 17 节 。) 

[3 Carya , 间 甩 嫩 ory 好 陡 eeitad 了 Reory .Wo 工 .P ,写生 . 

了 1 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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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这 个 问题 ,但 他 仿 然 被 控 对 罗马 政府 不 岂 。& 新 约 放 中 只 有 

& 路 加 福音 》 准 确 记 录 了 这 个 指控 :我 们 艳 这 人 诱惑 国民 , 禁 

止 纳 税 给 蚀 撒 ,并 说 上 日 己 是 基督 ,是 王 。 “1 人 俱 在 所 有 关于 审 

判 耶 稣 的 记载 中 , 总 得 彼 拉 密 都 问 : 你 是 否 自 称 狐 大人 的 上 

据 & 约 得 福音 》 所 载 . 犹太 领 挡 就 是 用 这 个 罪 镍 迫使 第 拉 多 将 

那 稣 条 了 十 字 架 。t2) 犹 太 人 显然 故意 混 请 精神 王国 与 直人 殿 王 

国 的 区 分 。 他 们 以 耶 钙 自称 为 王 来 控告 他 ， 声 称 这 屿 是 彰 上 类 

仙 车 。031 仁 耶 稣 的 回答 已 经 熏 铺 , 他 所 说 的 上 足 精 神 王 国之 

玉 ,并 非 地 上 H 国 之 王 。 他 是 " 特 为 给 真理 作 见 证 " 榴 ， 

有 材料 表明 ， 同 样 不 忠 的 指控 也 在 第 一 世纪 后 边 的 时 光 

至 用 来 迫害 基督 徒 。 保 罗 等 人 就 不 止 一 殉 地 被 以 政治 罪名 告 

到 官府 ,说 他 们 ” 抽 乱 天 下 "违背 恺 撒 的 命令 ,说 另 有 一 个 上 

民 稣 . “控告 者 说 :我 们 看 这 人 ,如 同 阁 疫 一 般 , 是 或 动 章 天 

下 从 犹太 大 生 乱 的 ,又 是 拿 撒 勒 教 党 里 的 一 个 头目 。 141 为 了 

避嫌 .使 徒 们 极力 动 惑 基督 徒 恪守 服从 的 义务 ,免得 被 迫害 者 

11] 芭 革 经 ， 盯 加 捅 音 ?》 .第 XE 章 第 2 节 。 

12] 据 # 兰 绎 ?所 办 ,在 子 妓 的 头目 有 一 牌子 .上面 二 厦 “这 旦 犹 入 大 的 上 -“ 根 揣 

到 华 神 : 基 的 说 法 :“ 李 多 扰 钉 在 二 学 刘 上 时 ， 在 他 的 关上 有 一 行 题 恒 , 谅 业 

襄 崩 定 了 化 基 国 坟 政治 上 反 拓 轴 马 而 非 风 为 违背 犹太 法 律 而 的 tloward 

长 = ， 卫 下 GE ne 二 起 rme 症 oar ss adbeidiea Thiversity Prees ,PP. 有 和 一生 全 ， 

[13] 了 世 有 大队 为 , 犹太 大 和 野马 总 叔 彼 拉 密 的 震 鹿 并 不 铺 。 当 代 神 学 家 1. 万 达 

(Juhn Heward Yoderl 就 指出 , 耶 鳞 的 舌 动 的 区 只 有 晤 理 晤 在 诗 会 竺 序 前 赢 六 ， 

起 管 这 种 频 团 是 非 昊 为 的 ,但 它 栓 虑 了 对 久 乌 帝国 实在 的 威 肝 ， " 轩 个 成 肌 已 

旺 各 时 他 们 钼 死 他 。”( 此 过 直 耶 上 政 治 #. 记 靖 梓 详 , 信 生出 版 社 ,1990 年 ,第 

53 闹 。) 

141 世 圣 么 者 徒 行 传 3 .第 X 厦 章 征 6 一 7 蔬 ; 第 种 章 第 5 节 . 我 帆 向 于 认为 ,让 管事 

多 和 嵌 盟 入 控 的 绯 人 名 部 导 政 褒 性 的 . 但 控告 者 的 实 陈 动 机 却 是 宗教 性 的 。 - 些 

狐 记 和信 慨 他 们 传播 的 教头 ， 就 编 星 种 们 是 而 在 此 政 窜 各 益 踊 家 他 ， 此 外 解 和 

保 曙 的 办 租 到 贤 志 育 贡 狐 璋 .外 独 种 困 避 的 态度 看 , 茜 叔 皇 的 政和 蛙 名 可 能 不 夺 

在 - 盐 -- 步 说 ,即使 押 忠 土 的 联 稣 的确 是 一 个 社会 政 革 之 ,所 瞩 时期/j 持 也 将 对 

他 揭 记 刀 进 行 了 “ 非 玻 裕 候 "处理 ,后世 基督 秆 从 框 襄 书 中 君 到 的 亚 钱 的 吝 生 起 

时 ,他 办 确 地 将 本 睦 与 天 国 判 名 分 离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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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 住 把 柄 。 

历史 告诉 我 们 ， 基 督 徒 的 服从 并 准 有 使 他 们 免 于 受 迫 害 

的 命运 , 1 但 即 合 在 受 迫 雪 期 间 , 护 教士 们 仍然 :再 辩 白 , 他 

们 是 罗马 政府 忠诚 的 臣 良 。 殉 道 者 查 二 ] IJustin Maryr] 特别 

强调 基督 本 人 就 曾 教导 信徒 交 税 绍 统 治 者 ,将 "已 撒 的 物 果 已 

撒 " 。 他 声称 ,基督 徒 虽 然 只 崇拜 上 帝 { 即 不 崇拜 皇帝 ) ,但 在 其 

他 所 有 方面 、 他 们 乐音 为 统治 者 服务 。 阿 提 下 的 提 奥 菲 惑 

(Theophilus of Antiocn) 昌 然 拒绝 崇拜 国王 ,但 认为 国 工 认 得 到 

尊重 和 服从 ,至少 就 他 的 权 感 来自 上 希 这 一 点 而 言 .1 那 位 最 

充分 地 表达 了 基 上 待 与 世俗 国家 " 芒 敲 "情感 的 教父 德尔 医 民 

一 再 强调 基督 徒 对 帝国 的 由 减 ， 他们 为 皇帝 神 衬 “为 -个 挫 

人 或 他 撒 ,为 一 个 皇帝 所 希望 得 到 的 这 些 东 西 祈 实 "。 “基督 徒 

不 是 任何 人 的 敌人 , 当然 也 不 是 皇帝 的 本 人。 岗 为 他 知道 , 尝 

帝 为 神 所 命 , 因此 ,在 世界 疝 存 之 日 ,他 有 义务 爱 他 . 敬 他 、 荣 

兆 他 ,不 仅 企 求 皇 帝 ,也 企 求 整个 帝国 的 安全 。" 呈 然 皇帝 与 神 

相 比 是 第 二 位 的 ,但 在 神 之 下 ,他 科 响 有 最 商 的 位 置 。5] 

当 基 督 教 与 进 俗 政权 合 六 后 ， 上述 四 个 理由 中 的 入 后 - 

个 便 不 复 存 在 了 ， 而 前 三 个 理由 得 到 了 更 密 的 强调 。 世 俗 统 

治 者 意 力 司 基 督 教 成 为 其 统治 的 工具 ， 一些 神学 家 们 从 使 徒 

的 话 中 发 挥 出 忽 对 服从 的 理论 。 兰 主 被 视 为 “上 帝 的 代表 ” 

(Vicar of Godj ,甚至 收 亚 的 统治 者 也 是 对 人 晤 落 的 惩罚 .对 好 

的 大 民 上 帝 给 他 们 好 的 统治 者 ， 对 坏 的 人 民 上 帝 则 给 他 们 坏 

的 统治 者 - 所 以 ,即使 是 坏 的 统治 者 .甚至 是 不 信和 神 普 和 异 教 

{1) 和 荐 天 一 指 的 是 ,人 避 轴 关于 服从 世 稀 权证 的 训 沽 产生 于 网 雪 胡 代 了 暴 虑 的 下 禄 

皇帝 统计 的 时 伐 ， 也 是 这 位 暴 独 考 起 了 对 基督 孝 的 第 : 波 迫 韦 。 避 罗 本 人 也 

是 这 殉 迫 害 的 牺牲 品 ! 公 天 的 年 有 前后) : 

[2] See farlyle ,id 所 story ty 有 ceil Padligtar Treory ,Yul. Tbpp.129 一 130. 

[3] “Terunlian ，Fetfer 名 Sapua ,in Davil 区 rellan erl ，Pppiguraz 站 msgiatmaztyr 省 是 euder ， 

全 cear Titain :SRPCK 玉 13987 pp. 1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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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 

hr 鄞 王 灿 朝 和 

逢 统治 者 ,基督 征 也 必须 服从 -反抗 统治 省 台 是 硫 搞 上 上 六， 

在 教 权 派 与 王权 派 的 剖 罕 中 、 部 分 激进 的 士 权 汽 人 人 土 痢 述 了 

这 样 的 思 起 :统治 普 的 权威 在 这 个 意 关 上 是 神 : 拓 的, 素 还 不 

能 受到 抵抗 ,无 沦 共 使 用 是 否 正 确 种 明智 ,也 无 沦 其 思 又 或 不 

公正 , 国 工 为 他 的 行 罗 只 对 工 帝 侦 真 ， 401 但 如 后 面 我 们 会 看 

钊 的 ， 这 个 统治 者 只 对 上 符 负 责 的 观点 并 不 是 中 谋 纪 典型 的 

埋 论 。 

看 起 来 , 基督 教 的 服从 理论 非常 适合 于 为 专制 主义 服务 ， 

的 确 , 在 西方 政治 史上 , 它 - :再 成 为 专制 政 藻 的 思想 资源 。 但 

我 们 也 应 看 到 , 基督 教员 然 主 张 服从 世俗 权力 ,得 它 交 没 和 将 

世俗 统治 者 理想 化 ， 对 统治 者 的 服从 是 对 授权 统治 独 的 上 帝 

的 服从 , 对 统治 者 的 职位 的 服从 , 它 是 一 种 源 于 神 命 的 冷 冰 

冰 的 文 和 荔 , 丽 不 是 出 于 对 统治 者 栗 身 的 妥 和 尊 苑 。[ 这 是 基督 

徒 的 服从 与 寡 长 制 下 臣民 的 服从 的 本 质 区 别 。 服 从 主要 表现 

在 着 在 行为 上 ,在 内 心志 界 , 基督 徒 将 此 俗 权 力 视 为 必须 接受 

或 舍 受 的 秋 褒 。 在 部 分 神学 察 皇 张 的 绝对 服从 理论 中 .外 在 行 

为 上 上 的 物 对 和 服从 和 内 心情 感 上 根深 蒂 而 的 况 强 . 怀疑 其 至 大 

晋 以 更 鲜明 的 方式 上 山 旺 出 来 .这 个 理论 的 逻 界 是 :即使 内 心里 

认定 统治 者 是 邢 亚 的 ,也 要 无 条 件 服从 . 服从 不 值得 服从 的 统 

ii 如 垢 世纪 读 闭 里 的 师 托 (Atto tf Yereelil 指 出 :“ 友 梳 局 王 是 兰 些 的 华 动 , 帽 

使 国王 是 搜 由 沈 的 和 耶 亚 的 。” 【See Carlyie ，4 arpory 时 全 enail Painret 

Teoryr wal， 丰 ,Rdi7,，) 

[zj 布 得 诺 (Brunol 记载 解释 说: 加 管 个 别人 可 毕 狐 反 对 于 帝 昌国 二 的 蚀 , 而 朵 十 

只 犯 运 上 帝 的 非 . 朵 为 得 有 上 了 乃 城 关 李 的 1 为. 上 担 诺 的 怕 旦 商 利 (Gregormy of 

Calinol 强调 , 国 上 的 示 且 和 不 能 种 江 向 人 所 天 冬 成 推 闻 ,， 鞋 徙 的 权 晤 表册 , 上 赤 

型 用 广 和 信者 而 下 基 审 判 他 们 ， 他 竹 引 有 矶 虫 , 认 为 币 背 至 征 . 先 若 或 二 他 上 其 正 基 

督 福 并 慑 于 审 州 或 虚 山 国土 ， 其 至 对 非 正 交 的 .不 食神 的 或 红 教 徒 国 工 也 旦 

如 此 。1See farlyle .由 ifory 吕 Reedepey 有 Hp THenrr vel 册 ,PP-118 一 122-1 

[3] 时 期 全 记者 的 基 民 徙 也 为. 他 们 庙 玖 府 虱 行 辫 税 等 交 务 ,不足 国 为 上 二 后 帝 其 

布 了 合 令 ,而 县 在 履行 主子 稣 的 诚 合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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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 者 ,这 正 反 贞 出 基督 徒 政 治 行 为 和 政治 态 诬 的 特征 。 

2 服从 上 带 而 不 是 服从 人 

单 从 基督 教 的 服从 教 尽 看 ,基督 征 应 该 是 最 忠诚 的 臣民 ， 

但 基督 徒 还 有 一 种 忠诚 ， 它 只 能 献 答 上 帝 。 基 煌 教 在 人 了 间 权 

威 之 上 , 高 悬 -个 神 的 权威 :在 对 君王 的 忠诚 立 上 , 还 有 对 上 

帝 的 出 诚 。 归 恨 和 质 底 .上帝 才 是 基督 教 的 价值 原 扎 。 

基督 孝 乓 产 格 的 - 神 论 ， : 神 论 的 齐 是 绝 灶 屿 怨 的 , 世 不 

人 允许 有 其 他 的 神 并 人 存 ， 与 它 分 享 信徒 的 忠诚 。 基 督 教 的 上 帝 

是 刨 造 - 场 立 配 一 二 的 绝对 主 案 ， 是 世界 的 惟一 主人 。 么 旧 

约 少 中 描述 的 狂 太 人 的 上 帝 是 标准 的 专制 带 工 和 专横 的 父 家 

长 的 形象 - 他 有 绝对 至 上 的 权能 ,支配 着 人 癌 事 务 -。 他 党 养 凡 

符 ， 甚 至 动 辑 将 或 天 的 印 运 带 给 人 奖 。 人 不 过 是 他 脚下 的 尘 

土 或 币 锐 于 他 脚下 的 可 怜 求 。 在 《新 约 # 中 ,时 稣 已 变 成 慧 爱 、 

温和 , 鞠 至 受难 的 形 银 , 住 他 的 权能 激 有 变 。 他 有 真正 至 上 的 

权 栖 来 奖赏 和 惩罚 人 类 ,决定 每 一 个 人 的 命 这 ， 他 被 称 为 “万 

主 之 主 ,万 于 之 王 ”。 LI 西方 基督 徒 普 训 深重 的 负 非 感 无 疑 又 

强化 了 神 对 人 的 支配 权 国 和 人 对 神 的 依 球 .向 电 与 顺从 。 

但 基督 教 并 没有 倡导 纯粹 的 神权 政体 。 在 有 & 旧 多 》 中 , 狐 

本 人 本 由 教会 领袖 即 “先知 ” 们 领导 , 而 先知 们 直接 听命 于 上 

帝 ， 回 狐 太 人 传达 上 帝 的 意 旨 。 他 们 是 上 帝 与 信徒 联系 的 中 

介 。 这 时 的 犹太 人 只 有 -种 忠诚 。 但 后 来 上 帝 为 犹太 人 立 了 

王 , 于 是 ,在 世俗 政治 领域 , 王 便 承 当 了 者 命 执行 人 的 角色 。 

但 王 作 为 神 命 执 行人 与 先知 齐 本 质 上 是 不 同 的 。 上 先知 的 统治 

是 上 帝 的 直接 统治 ， 而 王 的 统治 只 是 上 帝 问 接 的 统治 。 上 帝 

[1] 双双 加 : 启 王 了 录 》#, 第 司 由 章 第 14 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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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 一 块 领地 交 给 王 ， 而 王 也 便 分 享 了 臣民 的 部 分 忠诚 。 不 过 

媳 王 的 权威 在 狐 太 教 那里 并 没有 得 到 相对 独立 的 地 位 。 

在 基督 教 产 生 的 时 候 ， 基 督 徒 们 面 对 的 是 坟 马 帝国 刀 撒 

至 高 无 上 的 独 一 性 的 权 环 。 他 以 人 间 上 帝 立 名 行使 权力 ,在 竺 

世 闻 也 与 基督 教 的 上 帝 一 样 , 绝 不 允许 其 他 权 威 分 享 申 民 的 忠 

诚 。 但 对 早期 基督 征 来 说 ,异族 和 异 教 君 主 的 权威 和 失去 了 了 尿 有 

的 根据 , 由 此 他 们 对 世俗 权威 的 忠诚 也 成 为 问题 。 这 梓 , 传统 

犹太 教 上 帝 的 权威 与 恺 撒 的 权威 都 要 求 得 到 全 部 的 忠诚 ,两 痢 

的 冲 窗 便 不 可 避免。 

面 对 两 种 权威 要 求 忠诚 的 压力 ， 耶 稣 的 解决 办 法 是 将 两 

种 权威 分 开 ， 让 它们 分 享 往 徒 的 忠诚 。 基 督 徒 既 要 服从 上 稼 

至 上 的 权威 ,又 村 服从 现实 的 政府 权 方 。 由 此 ,使 形成 了 基 冰 

徒 双 重 服 共 的 义务 和 两 种 忠诚 。 一 个 指向 上 二 帝 ， 一 个 指 同 世 

俗 政 权 。& 圣 既 4# 中 耶稣 那 一 句 名 言 概 扬 了 这 一 思想 “已 攻 的 

物 妆 归 给 局 撒 ,上 和 天 的 物 当 归 痊 上 项 。 ”! 贞 这 句 话 是 基督 教区 

分 昼 的 权威 与 世俗 权威 的 基本 依据 。 

耶稣 是 王 换 或 伯 撒 是 王 的 问题 ， 在 耶稣 生前 即 已 尖锐 地 

迫 在 他 的 丰 前 。 耶 稣 自称 为 王 成 为 狐 本 人 回 彼 拉 多 指控 他 的 

- :个 主要 口 实 ,因为 自称 为 王 就 是 背 频 已 撤 。 耶稣 咎 诉 人 们 ， 

直上 的 权威 是 相对 的 ， 而 他 已 将 天 国 带 人 这 个 世界 。 上 稍 以 

他 的 降临 开创 了 坐 世 间 治 理 的 新 纪元 。 手 他 同时 又 说 ， 他 的 

国 "“ 不 属 这 世界 "。 耶稣 的 意思 是 清楚 的 .他 和 白 称 为 王 ,不 过 是 

一 种 借 喻 , 指 的 是 精神 之 国 的 王 , 不 是 世俗 之 国 的 王 。 他 要 求 

依 徒 良 随 他 开始 疝 天 国 的 行进 ， 担 同时 认为 他 们 应 该 疝 世 上 

的 君王 尽 民 的 义务 。 

然而 ， 两 种 忠诚 的 分 离 是 一 个 充满 痛苦 的 过 程 。 别 尔 嘉 

11] 勤 于 有 经， 当 杰 概 音 ?》 ,第 X 有 音 第 21 节 斌 二 可 福音 } ,第 天 章 第 17 节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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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 去 席 :“ 存 在 着 基督 一 一 赴 人 与 习 撒 一 一 人 神 的 水 恒 冲 

突 ”“- “不 论 是 帝王 的 绝对 统治 权 ,还 是 人 民 的 绝对 统治 权 、 阶 

组 的 绝对 统治 权 ， 侍 志 权 力 的 任 何 绝对 统治 权 都 是 与 基督 教 

势 不 两 立 的 。”"L0 志 俗 统治 者 要 求 得 到 臣民 的 全 部 忠诚 , 它 不 

和 容 了 好 基 督 徒 有 保留 的 志 诚 ,更 不 能 穿 型 有 更 高 的 忠诚 。 计 是 ， 

基督 教 的 政党 态度 便 帘 世俗 统治 者 视 为 不 忠和 背 闻 。 在 元 一 

方面 ,基督 徒 丰 仅 坚 和 守 对 上 帝 的 忠诚 ,而 且 当 两 种 忠诚 发 后 冲 

这 时 ,他 们 毫 不 犹 玉 地 将 患 诚 献 给 上 帝 而 不 是 恺 撒 。 1431 

两 种 叫 诚 在 什么 场 台 会 发 牛 冲 罕 呢 ? 基督 徒 对 世俗 政府 

不 委 协 的 说 钱 又 在 哪里 呢 ? 人 们 对 这 个 问题 的 理解 并 不 一 

致 。 但 基 叔 徒 的 一 个 共识 是 ,如果 世俗 权力 只 是 在 属于 “ 恺 撒 

的 牺 " 的 范 国内 行使 , 便 是 合法 的 ,他 们 就 会 服从 ;如 果 超 出 了 

这 个 界限 , 进 人 了 * 土 帝 的 物 " 的 范围 , 且 与 寺 帝 的 教导 相 迟 

他 们 就 会 拒绝 服从 。 一 般 说 来 ， 当 问题 涉及 宗教 信人 避 和 灵魂 

得 救 时 ， 基 奢 徒 便 会 诉 诸 上 帝 的 权威 以 抵御 他 们 所 认为 的 世 

愉 权 力 的 侵犯 . 

对 早期 基督 徒 来 说 ,至少 在 如 下 两 个 问题 上 他 们 不 会 服 

从 世俗 政府 。 

第 一 ,如 果 世 俗 政 府 禁止 他 们 信 牵 和 传播 基督 的 福音 ,他 

们 不 会 跟从 。 

当 罗 马 官 员 夭 犹太 到 司 禁止 使 能 彼得 等 人 以 耶稣 的 名 立 

传道 时 ,他们 坚 奖 予以 拒绝 昕 从 你 们 ,不 听从 神 , 这 在 挤 商 

前 合理 生 合理 ,你 们 上 自己 酌 量 吧 。 我 们 所 看 网 所 昕 网 的 ,不 能 

[11 下 .ka. 别 尔 南 了 去 :精神 王国 与 恺 皂 王 国 ? ,第 42 贡 。 

[23] 当代 有 的 虫 学 察 认为 .在 基督 教 的 头 两 个 世纪， 一 个 刁 癌 的 训 着 另 -个 贫 

向 。 到 第 二 人 殿 纪 中 期 ,启示 的 二 元 主 凡 " 朴 行 于 西方 , 丽 " 保 册 的 一 元 主义 "在 东 

古 上 由 张 让 地 位 。{tLester 工 -Field 有。LEeryr，Domniomrm，Jwa Souords: En Re 

门 rugrms 二 机 eterm Polrral Teoingyr 1 一 3798) .克明 .) 

册 11 洽 

一 感 四 寺 和 瑞 盖 一, 司 塌 本 是 了 全 te 汪 下 < 浊 直 or 站 四 习 = 二 融 枉 千 姑 此 这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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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说 。 ”又 说 :我 们 应 服从 上 帝 而 不 是 服 兵 大 -011 保 风 员 然 为 基 

督 教 服 从 理论 作 了 既 典 式 阐述 ,但 他 在 宗教 问题 上 却 绝 不 册 从 二 

世俗 权 方 。 他 谱 ,， 神 的 奥秘 的 智慧 ,“ 世 上 的 君王 没有 一 个 知道 

的 。 如果 他 们 知道 ,就 不 会 把 耶稣 钉 儿 在 上 池 架 上 上 了. 他 林 人 

也 四 为 传教 活动 而 多 次 受到 控告 ,最 后 终于 被 罗马 政府 处 死 。 

第 二 ,当政 府 强 迫 他 们 将 皇帝 作为 神 来 党 拜 时 ,他 们 拒绝 

服从 . 

- 般 认 为 ， 遇 号 政府 的 宗教 政策 是 相当 宽容 的 ， 只 要 基 

督 徒 隙 认 皇 帝 为 神 ,参加 对 皇帝 的 球 拜 .他们 就 可 以 白 册 地 估 

奉 他 们 自己 的 挤 。 人 也 基督 徒 眼 据 其 严格 - - 神 沦 信介 和 对 般 像 

崇拜 的 极度 厌 晋 ,坚决 拒绝 对 学 帝 的 缀 拜 。 在 受 迫 害 时 ,官府 

允 基 督 徒 说 “ 习 撒 是 主 ”, 这 后 话 是 检验 基督 秆 是 否 岂 诚 于 国 

家 的 试金石 。 戒 生 上 万 的 基督 徒 为 拒绝 说 这 训话 而 被 投 给 猛 

独 或 被 钉 十 字 染 。 生 他 们 看 来 .这 是 一 个 原则 问题 ,承认 习 撒 

为 钾 ， 束 是 背 上 类 上 禹 。 在 他 们 内 心 的 圣 奈 里 .只 能 有 “位 起 

神 , 即 他 们 的 上 帝 。 神 与 人 之 间 只 有 -位 中 保 , 即 基督 . “一 个 

心爱 不 能 侍奉 两 个 主人 一 一 挤 和 恺 撒 ”( 德 尔 图 良 )] 。 

在 基 旧 教 到 为 国教 后 . 丝 俗 政府 接受 了 救 往 对 上 名 的 中 

诚 ， 设 有 -个 君 二 胆敢 自立 为 神 。 仁 由 于 丙种 权威 的 界限 并 

不 是 清晰 的 .大 们 对 两 种 忠诚 的 界限 的 理解 也 租 虐 在 远 。 

索 尔 兹 们 里 的 约 得 在 区 分 了 守法 的 君王 与 暴 杆 之 后 ，031 

[1] 改革 和 既 ， 使 徒 行 忧 >. 带 玉 而 溃 19 20 和 :使 丁 行 传 3, 弟 立 齐 第 如 和 方 。 上 菜 

尔 记 为, 惩 得 的 态 麻 代表 了 了 一 种 "人格 独立 前 要 求 ",“" 记 标 志 彰 个 上 与 社会 

关系 的 重大 变化 "。 :Caryle， 几 有 pury 太 和 机 ee Potnicag Penry Ta 和 

Pp.7 了 - 显 .1 

[21 《至 经 - 醋 林 密 的 书 》. 第 I 章 第 6 节 。 

[3 这 里 的 “ 妊 工 ”princec) 概念 是 洛 帅 抗 卫 玄 的 “prineeps”, 以 伍 这 个 酸 意 特 描 和 皇 

帝 ,， 捷 马 帝 国 的 涯 帝 .、 中 其 纪 术 芭 机 马达 国 的 皇帝 ， 层 来 图 沁 记 窗 取 了 这 

一 称号 。 在 索 尔 慈 伯 蜂 的 交 答 那里 ,. 它 用 来 指 : : 船 意 六 上 的 蝶 消 考 , 包括 皇 

帝 .国王 .公民 . 怕 基 以 县 此 他 读 语 戎 (如 屿 市 的 并 上 辆 )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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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为 暴 者 与 守法 的 看 于 - - 样 ,也 担 有 来 自 上 帝 的 权威 , 邯 使 梭 

看 邪恶 的 法 律 , 人 们 仍然 应 该 服从 。 但是, 当先 君 “ 抗 把 和 尽 

对 种 的 戒律 ,并 希望 我 在 他 反对 上 上 帝 的 战争 中 出 力 ,那么 我 必 

须 响 亮 地 回答 说 :上 硕 必 须 优 先 于 足 世 上 的 任 苛 人 "。 基 痛 逢 

不 八 有 权利 其 至 上 朋 义务 拒绝 服从 一 个 暴 梧 、 还 有 悦 利 项 公有 

义务 诛 杀 他 .“ 诛 杀 一 个 暴君 不 仅 是 合法 的 , 呵 且 也 基 正 确 的 

和 正 交 的 。”"[0 看 来 他 的 意思 是 , 暴 看 的 一 般 行为 是 贿 要 好 受 

和 服从 的 .而 反对 上 上 上帝 的 行为 却 是 笛 要 拒绝 其 至 友 抗 的 。 

英国 宗教 改革 家 威 克 里 夫 对 这 个 思想 表达 得 比较 清楚 。 

他 认为 ,如 果 和 君主 造成 的 伤害 侈 及 于 个 人 问题 , 则 应 最 从; 如 

果 统 治 者 反对 上 帝 , 则 应 至 死 抵抗 ,当然 尾 在 有 机 耐 和 服从 条 人 性 

下 的 消极 抵抗 ， 罕 教改 革 后 ， 新 教 各 派 御 往 以 白 己 的 信仰 为 

基准 调整 其 政治 立场 : 当 他 们 在 政府 中 目 主 好 地 位 时 ,他们 就 

强调 服从 世俗 权 方 的 尽 务 ; 当 他 们 发 现在 议会 中 吝 少 数 岂 ,各 

宣称 在 宗教 事务 上 , 密 数 不 能 束缚 少数 ; 轨 他 们 面 虱 镇 盯 时 ， 

就 放弃 了 不 抵抗 思想 , 转 而 提出 暴君 可 抗 理论 ; 当 他 们 在 政治 

上 处 于 在 量 好 位 时 ,就 主张 宗教 自由 和 宽容 ; 妆 服 从 世俗 极力 

的 需要 或 压力 有 逼迫 他 们 退 到 释 后 的 防线 时 ， 他 们 紧 矢 外 部 行 

为 { 包 括 宗 教 行为 ) 的 服从 , 而 内 心 世 界 的 不 服从 。 在 所 有 近 

些 场 合 , 维护 个 人 的 内 在 信 侧 是 首要 的 ,至 上 的 , 为 此 天 政治 

已 果 以 有 各 种 选择 。 

尽管 人 们 对 世俗 政治 忠诚 的 底线 有 不 同 的 认识 ， 伍 直人 和 众 

忠诚 是 有 限 的 , 它 要 服从 于 对 目 帝 的 忠诚 ,对 这 -点 没有 人 怀 

疑 。 对 基督 徙 来 说 ， 坚 守 这 个 底线 关 涉 到 他 们 所 最 为 珍视 的 

[1 转 邓 自 罚 呈 知 :本 , 以 针 晤 :法 神 与 划 谷 ?第 392 34 页 ，Alao see Jolhn 元 

Saliabury .PrWitrarirase 四 二 。 Fripufies 时 区 ramserr and 二 上 FoafBrEH 加 Jilesorpyeers ， 

冲 Car 二 Wedernman and Ka Iangdon horhan eds ， Mectepead Polatiral Tieory 一 上 

Reaser,p 57 信和 东 并 指出 , 索 汞 楷 们 里 的 的 笛 是 第 一 个 把 雍 缀 君 的 杠 利 和 妆 

务 作 为 -种 学 :说 府 间 末 述 ,并 以 深山 卡 培 的 话 点 为 其 办 护 的 西方 学 者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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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六 奸 炸 动 F 时 

可 | 

彼 兰 人 欧 运 ,在 天 笔 中 永和 久 半 握 的 希望 和 对 永久 烈火 的 恶 惯 ,是 

其 有 力 的 心理 影响 ， 使 普通 基督 徒 能 坚强 地 抵御 世俗 权力 ，。 

史料 证 明 , 面 对 罗 马 政府 的 镇 压 ,-- 些 早期 基 瞪 征 其 至 不 是 散 

追 列 教 ， 而 是 自 一 种 狂热 的 献身 精神 去 寻求 列 教 。 列 数 被 视 

为 第 二 次 洗礼 ， 借 此 一 个 人 成 为 基 叔 真正 的 使 徒 和 完美 的 草 

售 者 。[L1U 这 种 对 信仰 纯 洁 性 的 执著 带 来 无 数 无 调 的 纷争 , 战 

乱 和 流血， 也 业 起 过 无 数 令 人 厌恶 的 宗教 狂热 和 对 异 端 的 所 

省 ,但 这 种 执著 精神 也 构成 对 世 傣 权 感 的 坚强 抵抗 , 它 证 明 是 

自由 的 精神 源泉 。 没 有 它 ,基督 教 不 会 生存 和 发 展 ,西方 有 限 

政府 的 观念 驶 不 会 形成 。 基 叔 徙 代 任 上 帝 的 权威 对 世俗 权力 

的 坚强 抵 坑 ， 构 成 中 世纪 政教 二 元 化 轰 力 体系 的 信仰 和 情感 

基础 。 它 使 基督 徒 得 到 了 :- 块 不 受 世 俗 政 府 干预 的 领域 ， 也 

合 他 们 有 本 能 坟 更 避 的 权威 为 依托 ,对 世俗 政府 提出 要 求 . 予 

以 评判 做 出 规范 和 限制 。 基 督 徒 减 然 必 蒜 顺 的 臣民 .然而 在 

他 们 内 心 帝 处 , 也 筑 起 了 坚强 的 抵御 和 拒 斥 世 和 权 威 的 堡 

人 刍 。i 站 实际 上 ,基督 徒 既 昆 趾 顺 的 臣民 ,及 是 闫 强 的 反 政 府 分 

子 。 当 问题 涉及 纯 世 俗 事务 时 .他们 基 忠 顺 的 臣民 ; 当 问 题 涉 

及 守 教 问题 和 彼 涯 傅 运 时 ,他 们 可 能 会 撤 加 忠诚 ,采取 最 坚决 

最 有 韧性 的 搬 抗 态 庆 。03l 

这 里 需要 补充 的 是 ， 基 督 教 的 正统 理论 将 依据 .上帝 权威 

抵抗 世俗 政府 的 权利 主要 不 是 授予 个 人 ， 而 是 授予 了 教会 。 

锌 置 于 世俗 政治 之 上 的 上 和 芝 的 权威 被 教会 所 懈 取 ， 对 个 人 来 

[1 时 格 尔 曾 谈 及 基督 第 对 信 刷 的 热 荐 , 侦 们 物 争 论 基 里 与 上帝 本 性 究竟 " 同 

一 ”于 是 “ 相 人 由 ". 这 两 个 说 祛 在 硕 腊 立 中 只 坚 一 个 字母 . 可 单 是 为 这 个 字 

导 … 便 箱 竹 了 整 干 生灵 “。( 黑 格 杀 的 历史 暂 学 3 第 343 碟 。) 

[3] 正如 当代 学者 柏林 所 形容 的. 基督 捷 对 姓 王 只 跪 -共有 照 , 只 帮 对 二 这 才 瞻 耳 

革 师 - 

13] 索 音 融和 萤 在 - - 校 心 腕 的 图 音 上 槐 着 壮 于 中 过 t 纪 基督 钼 的 站 下 格言 :“ 吧 抗 时 

者 就 是 服从 上 瘤 。” 



说 , 只 能 在 内 必 里 抵制 ,或 以 不 服从 的 方式 消极 抵制 , 绝 不 能 

采取 和 祝 极 的 尽 抗 行动 。 教 会 后 有 合法 的 权利 ， 对 出 俗 虹 府 行 

使 制 约 、 和 监督 甚 全 截 判 权 。 有 了 时 教会 还 声称 有 权 废 轴 不 合格 

的 君主 这样 敢 的 结果 ,个 人 和 民 从 设 有 非 制 度 化 的 庶 抗 权 ， 

而 教会 却 享 有 淮 制度 化 的 制约 权 。!0 世 俗 改 府内 部 合法 的 监 

督 和 制约 也 党 到 基 民 教 的 肯定 。 上 全 

四 从 基督 教 到 自由 主义 : 

消极 国家 观 

基督 教 和 自由 主义 的 国家 观 对 国家 的 认 放 都 是 消极 的 。 

这 种 消极 性 表现 在 : 第 一 ， 对 国家 的 这 德 讶 价 不 果 。 在 基督 

教 , 十 剥 去 国家 村 身 的 神 性 , 虽然 国家 是 神 瑟 的 工具, 但 国家 

和 统治 老生 导 并 无 神 性 。 在 自 自 主义 ， 则 剥 去 国家 的 道德 权 

威 , 炖 其 成 为 价值 上 的 中 性 之 物 , 低俗 之 物 、 外 在 之 物 或 赤 齐 

裸 的 咎 力 组 织 。 第 一 ,国家 程度 不 辣 地 与 某 种 亚 相 联系 。 在 基 

督 教 .国家 起 源 于 人 的 风 落 ,是 对 人 类 之 菲 的 惩罚 和 补救 ， 它 

只 大 俗世 之 物 ,-- 切 道德 的 .审美 的 和 精神 的 美好 价值 都 不 属 

于 它 。 在 自由 主义 :国家 植 报 于 人 类 本 性 之 璐 ,或 人 类 固有 的 

缺 踏 ,是 人 们 按 "* 两 害 相 权 取 其 轻 " 的 原则 所 作出 的 选择 ,是 不 

[1] 在 中 国 而 伐 ,虽然 山 家 传统 也 和 将“ 天道 " 置 于 "天 " 之 上 ,但 却 疏 右 美人 机 西片 

天 主教 会 著 样 独立 于 世 倍 政权 之 钾 的 全 法 的 协 行 “无 道 ” 的 组 引 机 构 , 站 果 . 

“ 赫 行 天 乔 " 或 "奉天 行道 的 行为 件 往 旺 非 法 的 反 医 行为 。 

f121 雪 尔 误 认 当 . 订 襄 对 赂 坏 的 统治 者 电 要 服从 是 指 和 人 而 言 , 而 专 上 和 闽 提 保护 

百 妊 制裁 王权 的 言 丈 租 机构 ,如 斯 巴 达 的 监察 谨 , 夫 马 的 悍 民 官 .中 性 名 的 一 

组 全 宙 . 表 需 莹 担 牛 白 已 的 亚 机 人们 监督 工程 的 职 分 也 明神 三 的 .加尔 六 : 

《“ 节 督 教 杰 闵 #fF) ,基督 教 上 代 和 名著 失 感 第 二 部 第 六 卷 .基督 图 轴 伯 由 版 桂 ， 

1954 订 .第 269 中 。)}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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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

叶 亲 证 灿 簿 上 有 卉 

二 

可 避免 的 祸害 。 具 由 主 交 不 会 美化 .崇拜 国家 ,更 不 会 神化 国 

家 。 第 三 ,相对 于 基督 徒 和 近代 自由 主义 者 的 终极 价值 追求 

而 言 , 国家 或 直接 了 地、 或 入 在 地 是 某 种 威胁 .， 基 于 这 种 认识 ， 

古代 村 中 世纪 的 基督 数 会 以 "基督 徒 的 自 岂 "的 名 义 将 世俗 国 

家 从 精神 权力 领域 中 过 出 ; 而 近代 自由 证 交 则 筑 起 了 一 道 屏 

障 ,以 防御 因 家 对 个 人 自由 和 权利 的 侵犯 。 第 四 ,国家 的 职能 

是 消 要 的 ,是 防范 性 的 ,保障 性 的 、 低 层次 的 。 人 在下 和 教 ,这 种 

防 丫 性 和 保障 性 职能 要 服务 平 信 宕 的 宗教 生活 和 彼岸 追求 ; 

在 自由 主义 ， 它 要 服务 于 个 人 的 自由 和 权利 ， 基督 教 把 它 与 

精神 权力 相 比 加 , 从 而 将 其 贬 为 低层 次 的 权力 :自由 主义 将 其 

与 个 人 所 玉 视 的 秘 域 的 让 上 相 比 较 , 将 其 视 为 第 二 性 的 .服务 

性 的 和 工具 性 的 人 类 建构 。t 

1 政府 :人 性 的 联 故 

基督 教 的 国家 起 源 理 论 是 其 神学 教义 的 引申 ， 以 现代 大 
不 再 认真 对 待 的 两 个 神话 〈 亚 当 犯 罪 和 上 帝 立 王 ) 为 最 终 依 
据 。 但 它 做 乎 是 焉 打 正 着 , 阑 述 了 一 种 关于 人 与 国家 的 非常 深 
刻 的 见解 。 它 确认 国家 不 是 出 于 自然 , 不 是 出 目 人 类 的 本 性 ， 
也 不 是 人 类 本 性 或 价值 的 实现 。 国 家 在 木质 上 被 理解 为 外 在 
的 强制 性 权力 ,对 人 类 自由 而 言 是 消极 的 和 东西。 这样 就 设 定 了 
基督 教 消极 国家 观 和 消极 自由 观 的 价值 取向 。 后 来 的 思想 史 
发 展 表明 , 沿 着 消极 国家 和 消 枢 自 直 的 思路 ,产生 了 最 积极 的 
恺 想 成 果 。 

自由 主义 仍然 沿 着 基督 教 神学 开辟 的 路 线 寻找 国家 的 源 

[ll 背 关 消极 国家 本 拓 见 刘 军 宁 : 二 普 踢 :了 两 种 政治 地 与 国家 能 力 . 副 必 失利 ， 民 

主 ， 之 酸 一 一 和 出 主 站 思想 证 充 } ,1 一 11 页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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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， 并 从 源 头 处 发 现 周 家 存在 的 根据 。 他 们 都 上 瀚 到 -- 个 没 

有 有 国家 的 状态 : 基 痪 教 辐 到 了 贫 盯 由， 而 日 出 主义 则 条 到 所 

然 状 态 ， 经 过 一 千 多 牛 愿 想 的 姥 变 ,基督 教 的 “ 供 匈 岗 一- 随 

落 一 一 蜀 家 ”模式 演化 为 自由 主义 的 “自然 状态 一 一 社会 蔓 

约 一 一 国家 (会 民 社 会 )” 模 式 ,，10 思维 方式 仍然 是 … 脉 相 友 

的 : 国家 不 是 目 热 的 上 产物 , 它 和 植 相 末 大 性 的 缺 隧 , 是 人 性 缺陷 

的 补救 . 

一 千 多 年 的 往 化 ,使 周 家 起 源 理 论 发 生 了 两 个 重要 变化 : 

第 -- 基 中 介 环 节 的 变化 。 

上 由 万 国家 状态 向 国家 的 过 渡 ， 在 基督 教 是 堕落 的 结果 ， 

是 上 帝 意 志 的 产物 ; 在 白 由 芋 义 基 自 然 状 态 的 缺陷 所 致 ， 是 

人 上 燃 的 选 搓 。 按 基督 教 神 学 ,世间 无 物 不 是 出 站 上 帝 , 即 使 人 

为 的 建构 , 背后 也 无 不 由 上 帝 的 剖 上 志 在 操 级 着 。 册 于 大 糯 的 

堕落 ， 便 需要 国家 来 扼 制 人 类 犯 其 的 颁 疝 ， 对 人 燃 的 徘 子 以 

自 罚 ,防止 人 美 犯 更 大 的 罪 。 人 国家 与 人 : 样 也 音 负 善 原 罪 ， 

以 国家 控制 人 的 徘 , 无 毕 于 以 非 制 菲 。 在 基督 教 的 意义 系统 

中 , 只 赋予 国家 有 限 的 价值 .在 上 帝 的 人 类 救 肤 计划 中 , 它 是 

有 用 的 但 电 有 限 的 工具 - 近代 目 由 主义 将 国家 与 上 帝 脱 钧 。 

他 们 直接 从 对 自然 状态 和 人 类 本 性 的 分 析 中 , 引申 出 国家 产 

生 的 必要 性 -. 其 大 类 自身 的 欲望 ,情感 和 理性 中 ,推导 出 建立 

国家 的 要 求 。 由 非 同 家 状态 向 国 家 的 过 小 不 再 借助 于 上 帝 的 

1 , 施 特 劳 斯 在 太公 也 起 ) 释文 3 下 解释 说 ,在 《人 性 纪 # 中 上 闭 有 两 区 他 世 活 

动 .第 -- 殊 基 草 造 了 天 地 人 和 上 时 上 上 万物, 不 过 太 渤 水 将 人 世 王 五 物 照 灭 卫 ,于 二 

藉 丰 夫 洗 本 后 的 第 -次 创 上 时 。 这 次 ,上 帝 通 过 上 知 与 上 糯 立 了 的 : 即 律 这: 施 

特 落 斯 问 ,在 两 鹤 便 世间 人 大 处 下 什么 状态 ?大 类 的 党 祖 被 逐 出 伊 甸 男 ,有 

请 亚 的 知 训 ,上帝 设 有 用 和 神 洁 的 训 人 类 . 艺 人 淆 自己 管 好 自己 . 结 虹 孝 尖 站 

了 兄弟 相 焉 衬 深 的 事 ,在 施 特 劳 斯 香 来 ,这 很 食 害 布 斯 的 月 然 状 态 。 控 这 种 说 

法 . 某 音 教 的 "上 月 然 慷 态 " 存 大 宙 求 之 前. 而 振 果 自 热 状 驴 的 是 上 帝 汶 人 类 池 

法 ( 订 的 1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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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预 ,而 是 人 类 纯粹 出 于 目 己 的 考虑 而 采取 的 行为 . 即 社会 

契约 。 

第 二 是 膛 辑 起 点 发 生 了 变化 。 

基督 教 从 人 的 无 菲 的 庶 热 状态 出 发 , 而 目 由 主 尽 导 人 的 

有 罪 ( 嘻 藩 ) 的 己 然 状 态 出 发 。 也 就 是 说 , 自由 主 立 略 去 了 人 

类 在 伊 简 团 的 经 历 , 直接 以 基督 教 国家 起 源 模 式 的 第 一 个 环 

节 开 始 其 政治 排 理 。1 因 为 基 峭 教 需 要 为 声 代 国 家 的 行 在 找 

到 根据 , 而 目 由 主 交 者 却 要 在 古代 国家 的 基地 上 上 笛 选 国 家 . 

但 在 两 者 那里 ,国家 产生 的 直接 背景 都 是 人 的 有 罪状 态 ， 哩 

是 人 性 中 的 本 恒 属 性 ,是 人 类 址 可 克服 的 宿命 。 他 们 都 同意 ， 

人 的 原罪 鸽 国 家 成 为 必要 。 02 不 过 自由 主义 不 再 重复 人 类 始 

窒 犯 罪 的 神话 ， 人 类 之 罪 与 亚当 夏娃 的 过 和 失 了 无关,， 它 次 植 于 

人 性 之 中 。 这 里 需要 补充 的 是 ,自由 主义 还 确认 .人 竹中 还 有 

善良 的 一 面 ， 理 性 的 成 分 ,它们 攀 成 国家 得 以 建立 的 积极 根 

据 ,也 就 是 说 ,人 性 之 恶 使 国家 建立 成 为 必要 ,人 性 之 善 使 国 

家 建立 成 为 可 能 。 并 且 , 由 对 人 性 中 善良 的 -… 面 称 理 性 的 成 

分 的 确认 ,产生 对 人 的 笨重 和 对 其 目 党 能 力 的 信任 ,131 这 也 

[1] 在 1 一 下 世纪 的 架 的 论 学 于 中 ， 兵 有 和 群 位 脱出 月 由 主 习 过 人 笃 的 卢 司 将 自然 

和 状 套 回潮 利 大 的 雹 罪状 赫 , 下 人 避 是 非 政 清 求 意 , 还 是 非 社会 状态 .这 是 走 正 的 

畦 度 杖 态 。 人 批评 他 的 前 人 “被 有 - -个 大 曾 冯 退 杰 唱 这 种 状态 ”， 也 就 是 商 . 

“他 和 们 证 有 追 湖 到 尚未 填 立 社会 以 前 的 情况 " ，! 卢 机 :《 论 人 类 不 平等 的 起 钴 

入 基础 了 ,第 71.182 页 。)} 

[2] 加 瑟 的 吉尔 斯 (Ciles 过 Rome)y 论证 漠 , 如果 大 类 个 个 完美 , 邵 能 够 做 到 “有 大 打 

你 的 石 腺 , 居 连 堪 腔 也 辖 过 去 由 地 打 ”, 或 许 就 不 多 要 世 司 的 正 立 。 但" 二 个 人 

共生 如 此 完 凌 " ， 所 所 建立 妊 愉 权 才 和 维护 莫 谷 的 正光 还 基 几 层 前 (Cles 直 

民 onne ,站 ni 再 cafediastical Poaner in 放 alph Lerner and Mubhsin Mah 击 eqde je 丰 euai Po- 

iraf 户 REusophy: 站 Spargebomk ,pp.3389 一 4 路 襟 过 言 , 租 妍 全 二 界 的 上 天 是 真 

正 的 基督 持 . 饶 二 需要 人 世 的 妃 刘 和 法 律 。 舟 而 他 总 说 ,整个 世界 旺 政 友 的 ,在 

千 打 上 中 蕉 有 一 个 基督 徒 , 所 以 丸剂 和 法 社 还 是 必要 的 。 引 路 笨 选 溪 35 上 ) , 笋 

444 44 页 。}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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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为 自由 主义 者 维护 个 人 私 域 自主 和 将 定 国家 无 限 权 力 的 

有 有力 根据 。 

基督 教 关于 国家 起 源 于 人 的 罪 的 理论 ， 从 马 基 雅 弗 利 

始 转换 成 对 人 性 的 冷 酶 分析。 他 对 “原罪 "概念 的 * 非 神学 的 

处 理 " 构 成 从 基督 教 到 自由 主 尽 对 人 性 认识 的 桥梁 。 在 自由 

主 习 者 那里 , 国家 植 根 于 人 性 之 亚 或 全 陷 中 , 志 愉 中 找到 存 

在 的 理由 。 他 们 聪 去 基 叔 教 原 罪 思 息 的 神学 外 在 ,其 中 继 灌 

了 对 人 类 那 恶 本 人 性 的 分 析 。 所谓 原罪 ,就 是 人 的 罪恶 本 性 或 

人 性 结构 中 前 缺陷 。 基 督 教 继承 斯 多 葛 派 的 思想 ,认为 人 在 

堕落 之 前 不 需要 国家 , 国家 不 是 人 的 本 性 的 产物 , 而 足 人 性 

随 落 的 铺 果 -。 自由 主义 不 知道 人 的 纯洁 无 那 的 状态 ,他 们 站 

接 面 对 的 就 是 人 的 隔 落 状态 。 不 过 ,在 霍 布 斯 和 斯 宾 诺 区 的 

笔下 , 人 的 自 季 、 贪 欲 、 无 十 境 的 对 权力 的 追求 等 被 基督 教 

视 为 辱 落 的 种 种 表现 并 没有 爱 到 道德 的 遗 责 ， 它 们 是 人 类 

的 自然 状态 ,星人 类 的 本 性 司 然 。 他 们 的 政 治 抽 计 也 脱出 了 

上 帝 救 让 的 计划 ,断绝 了 与 彼岸 进 界 的 联系 , 共 关 注 此 庆 的 

政 褒 现实 。 

在 这 里 ， 我 们 可 以 对 比 基 督 教 的 公式 和 上 自由 主义 的 会 

式 : 

基督 教 : 人 的 无 罪状 态 【〈 伊 匈 园 ) 一 一 人 的 辽 落 和 原罪 一 一 

国家 的 惩罚 和 扼 制 一 一 上 毅 的 拯救 (天 区 )。 

自由 主义 :人 性 亚 ( 目 然 状态 ) 一 一 国家 

自由 主义 不 过 是 会 去 了 基督 教 公 式 两 尖 的 内 容 ， 即 略 去 

了 线 间 园 的 起 源 ， 放 弃 了 天 国 的 追求 ， 只 截取 了 它 的 竺 进 绪 

构 。 

在 为 近代 自由 主义 国家 起 源 理 论 葛 定 了 基础 的 霍 布 期 

那里 , 所 谓 自 然 状 态 正 是 基督 教 的 堕落 状态 的 翻版 ， 如 胸 . 

丹 宁 指出 的 : 在 霍 布 斯 那里 ,“ 人 类 的 目 然 状态 是 具 人 人 性 的 

口才 可 和 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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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

第 一 原则 推出 的 林 可 避免 的 铺 论 。 "1 由 二 大 性 更 沉 ,所 以 

六 有 国家 权力 和 法 律 的 自然 状态 就 是 翡 居 的 无 政府 状态 。 

通过 与 自然 状态 的 反衬 ， 显 示 出 建立 国家 的 必要 ; 而 借 盈 

自然 状态 邦 念 对 人 性 的 解析 ， 提 供 了 建立 国家 强人 权威 的 

绝对 理由 。it21 有 了 国家 ,人 类 放 有 和 平和 文明 ,人 类 咎 活 才 

步 人 光明 之 境 . 乍 布 斯 并 没 人 有 将 国家 理想 化 ,国家 是 有 缺陷 

的 ,可 以 前, 他 的 “ 利 维 坦 和 有 着 奥 十 斯 上 直上 于 之 城 " 的 影 

子 , 但 奥 吉 斯 丁 的 "世上 之 城 " 是 基督 徒 竟 力 要 超越 的 , 面 建 

立 一 个 强大 的 集权 国家 ( 利 维 夫 ) 书 经 是 霍 布 斯 最 商 的 政治 

目 替 布 斯 以 后 ,国家 植 根 丁 人 类 那 亚 本性 或 人 性 的 缺 隐 ， 

已 经 成 为 卢 由 主 愉 的 基本 信 伪 。 这 一 信念 以 或 隐 或 显 的 方 

式 .或 温和 或 激进 的 方式 , 深 含 于 各 种 自由 主义 政治 哲学 体系 

中 。 日 由 主义 者 根据 这 一 基本 人 司 计 确定 他 们 对 国家 的 基本 入 

度 ,设计 他 们 的 国家 权力 结构 图 式 , 规 犯 国 家 河 动 的 范围 。 咯 

陡 殉 曾 指 出 : 18 世纪 苏格兰 白 出 主 尽 理论 家 清楚 地 认识 到 ， 

”人 始终 其 有 一些 较 为 原 姐 哩 地 残 的 本 能 ,内 此 人 们 须 通过 种 

种 制 讶 对 这 些 本 能 进行 制约 和 教化 。 "01 社 恩 指 册 “如 采 良 

心 的 激发 是 天 日 可 览 的 .始终 旭 :的 和 人 n 沾 不 渝 的 ，- 个 人 就 

无 需 其 他 的 立法 着 .但 二 实 并 非 如 此 -。 “041 美国 宪法 之 父 存 为 

他 们 设计 的 国家 制度 辩 护 时 把 话说 得 目 常 简洁 明了 :政府 本 

村 若 不 是 对 人 性 的 最 大 孙 导 ,， 区 是 什么 呢 ? 如 果 人 都 是 天 使 ， 

[1 页 .Bannming， 遇 有 aiory 时 PP 本 ra 了 有 pprerg ， 于 可 站- Momwood，MRaz :MLNcimilan 

Coirpany ,1905 ,Vol. [np 268， 

131 卫 . 克 通 : 串 布 斯 是 岳山 人 类 实际 是 件 名 洒 贞 竺 上 上 娄 的 所 代 量 贞 太 的 使 证 

者 一。 ”{Paul 口 .oukcr， 于 es an Train Howman 坚 Littleticld Pubktahers 

Tna .1 号 怠 在, Ptefare . } 

[31 弗 早 德 正 希 - 洱 : 咯 收 克 的 月 由 税 放 原理 ?第 68 一 的 页 。 

14] 《 潘 腊 选 守 ,第 3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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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不 需要 件 何 政府 了 。 妇 果 是 天 使 统治 大 ， 避 不 需要 对 政府 

有 任何 外 来 的 或 内 在 的 控制 了 :， “也 就 是 说 ,人 类 并 非 如 大 

使 般 纯 油 无 韶 , 所 以 就 需 昌 政府 的 管辖 ; 64 统治 者 也 并 非 如 

天 使 般 纯 洁 无 秘 . 所 以 必须 设置 复 芝 的 监督 制约 机 制 来 控制 

他 们 。 政府 绝 非 人 类 的 荣 由 ,人 类 不 得 不 建立 政府 ,这 此 人 性 

卓 污 的 表现 ,明和 人 类 的 耻辱 . 

2 “无 束 假 设 - 

二 扯 纪 英国 和 月 由 十 兴 恩 想 家 休 刘 指出 :“ 许 多 政论 家 已 

经 确立 这 样 一 项 原则 : 即 在 设计 任何 政府 制度 和 确定 该 制度 

中 的 若干 制约 和 监控 机 构 时 ， 必 须 把 每 个 成 员 都 伏 定 为 是 一 

无 赖 ， 并 设想 他 的 一 切 作 为 都 是 为 了 渴求 秘 利 ， 别 克 其 他 日 

的 。 “必须 把 每 个 人 都 设想 为 无 趣 之 徒 确 实 是 条 正确 的 政治 
检 襄 。。 让 

这 就 是 著名 的 "大 惠 假设 ”- 

如 果 说 关于 国家 和 起源 的 性 垩 论 以 全 体 人 类 为 分 析 对 象 的 

请 无 町 假设 "出 主要 针对 统 褒 者 和 掌权 者 。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， 

基督 教 出 于 对 精神 生活 和 和 乒 帮 得 救命 运 的 珍重 ， 将 世俗 权力 

视 为 外 在 的 . 攻 级 的 雁 至 是 罪 亚 的 出 于 这 种 观念 ,基督 徒 以 

隔 生 、 不 信任 甚至 敌意 的 态度 来 对 符 国 家 和 世俗 政府 。 这 并 

不 是 说 西方 的 统 答 者 者 是 亚 劣 的 。 历 史记 载 了 一 些 受 莫 督 教 

[1 疹 帘 和 包 顿 . 杰 其 .过 迪 进 : 联邦 和 党 人 文 提 ?》 ,第 264 丰 。 对 此 了 . 库 克 评论 说 : 

“美国 的 琉 周 者 通 这 洲 克 追随 井 页 斯 ， 氮 照 人 类 实际 是 仆 各 来 对 和 降 上 大红 。” 

【Emal 六 .CookeT 邮品 让 es 生生 人 TFI ， Preface，) 

f23] 这 也 是 他 们 直入 任 惧 直接 民 王 为 特征 的 平 儿 页 说 的 主要 原因 ， 

[3] 1D Home ,gsays .BookT.vi.p,117. 顷 风 中 译本 《 体 沸 政治 论 立 选 ?. 维 若 街 译 ， 

商务 印 书馆 .1993 年 .第 27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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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k 和 共计 Jr 和 动 广 太 

西 
一 一 了 

Cl 

伦理 驯化 的 圣明 的 君主 。t 但 如 路 德 所 说 :假如 :个 帮主 是 

览 明 虚 敬 的 , 或 是 一 个 基督 徒 . 这 便 是 一 个 伟大 的 奇迹 .通常 

他 们 都 是 量 哥 的 愚人 ,或 最 坏 的 晋 根 。 [2 从 基督 教 到 近代 月 

由 主义 ,不信 性 国家 的 理由 发 生 了 变化 。 日 由 主 尽 者 关注 的 

不 是 彼岸 世界 ,而 是 人 的 现世 命运 ,是 人 的 自由 ,权利 .安全 和 

福利 等 等 。 他 们 中 些 出 发 ,同样 不 信任 统治 者 。 在 这 方面 ,他 

们 继 关 了 基督 教 对 世俗 权力 之 二 俗 性 的 定 企 利 对 世俗 权力 价 

值 的 赋 损 。 从 自由 主 尽 者 身 上， 我们 佟 看 到 基督 教 收 治 态 庶 

积 政 洽 情 已 形成 的 文化 积 深 的 天 强 作用 。 一 干 多 人 年 中 ， 基 督 

徒 以 这 种 态度 和 情感 面 对 国 家 ， 虽 然 在 近代 基督 教 势 力 谨 阔 

了 ,基督 教 全 人 谈 漠 了 ,但 西方 人 对 国 夫 的 这 种 态度 和 情感 却 

没有 变 。 基 督 教 小 心 维护 他 们 的 内 在 精神 牛 活 和 宗教 事 务 ， 

不 容 基 人 和 俗 政府 染指 ， 自 由 译 浆 则 从 消极 角 话 理解 个 人 的 权利 

和 目 直 ,把 国家 看 作 主 要 威 肋 。 

枯 督 教 政治 哲学 痢 去 统治 者 身上 的 神 狂 , 将 其 视 为 普通 的 

俗人 ,具有 俗人 所 有 的 原 菲 机 一 切 缺 陷 。 引 而 自由 主 祥 则 进 一 

秒 ,无 情 地 解剖 统治 者 的 劣 根性 。 在 自由 主义 者 看 来 , 掌 祝 者 也 

是 人 ,具有 人 的 一 切 缺 陷 。 而 权力 是 一 个 天 染 缸 ,通过 它 的 庙 蚀 

作用 , 使 掌权 者 面 有 的 人 性 缺陷 成 倍 地 和 放大。 人 本 身 是 有 缺陷 

的 ,而 掌权 者 的 缺陷 区 其 严重 。 因 此 ,不 能 对 他 们 期 望 太 珊 。 为 

了 确保 自己 的 权利 不 受 委 犯 ， 就 要 对 他 们 保持 怀疑 和 阁 帆 ， 不 

[1 比如 法 王 路 易 吉 上 进 . 他 习 情 于 每 天 早 懈 望 骤 撒 后 ,站 在 王宫 附近 一 摆 祝 树 下 ， 

等 闭 上 大 小 人 物 前 来 夸 。 届 自动 把 从 贫 持 取 的 :个 省 份 变迁 骏 英 王 ,因为 那 

种 占领 育 欠 公 东 。 他 过 首 祈 访 和 这 平 阶 嵌 的 生活 ， 茜 亲 于 区 鹤 人 访 脚 ， 与 其 

一 起 用 饭 , 服 竺 争 疫 和 了 朵 风 病 人。 地勤 政 .有 求 攻 应 ,建立 了 水 少 医院 .救生 

院 . 孝 非 院 等 ，!( 帮 见 穆 启 融 : 天 主教 史 h1 着 一) , 陈 五 着 . 避 层 交 详 , (如 北 ) 

举 记 由 版 福 .1995 年 第 四 版 .第 128 一 129 允 。) 

[32] 赂 德 : 论 世 座 的 权力 3 路 沌 选手 31F) 第 465 466 页. 

[3] 了 团 德 认为 . 科 烙 统治 者 都 是 亚 根 .但是 其 权力 必 有 融 爱 到 尊 项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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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和 给予 他 们 充分 的 信任 。 美 国 宪法 制定 者 确信 : 入 作为 繁 制 

之 司 。 上 自由 政府 不 是 建立 在 依 尾 的 某 础 上 上 ， 而 是 建立 在 怀疑 

的 基础 上 “因为 人 类 有 基 种 程度 的 劣 根 性 ,需要 某 种 称 度 的 

愤 重 和 示人 种 人 尾 。 ”0 这 是 自由 主义 一 切 宪政 梅 思 的 出 发 点 。 

哈 耶 克 曾 引证 了 一 批 闭 名 自由 主义 埋 关 于 权力 是 大 恶 的 论断 : 

]:. 弥 尔 顿 : “长 期 特 续 地 加 有 上 坡 力 致使 晤 真 玻 的 人 

下 将 变 得 腐败 。” 

了 于 德 斯 鸠 :“ 一 切 有 梳 为 的 人 都 窗 史 小 用 权力 ， 这 系 

万 二 不 易 的 一 厌 经 验 。” 

康德 : "拥有 板 囚 , 必 足 盆 贱 损 理 性 的 目 由 判断 。” 

旬 克 :“ 六 史记 载 呆 的 最 大 的 独裁 者 , 都 是 以 最 为 公平 的 

方式 开始 其 统治 上 ， 促 是 事实 的 发 展 却 是 ， 这 种 非 关 默 的 权 

力 不 仅 腐 改 了 他 们 的 理解 方 , 而 且 也 腐败 了 他 们 的 心灵 。“ 

约 输 ' 亚当 斯 “ 当 柏 力 不 爱 跟 制 和 不 受制 的 的 时 候 , 它 永 

还 会 被 滥用 。 “ 绝 对 的 权力 将 使 各 种 人 等 都 中 毒 并 为 之 陶 酬 .“ 

J. 寺 训 示 ; “人 个 所 哥 担 的 所 有 权力 都 易于 被 浊 用 。 

阿 克 顿 ;“ 一 切 权力 都 使 人 往 败 ， 抱 对 的 权力 绝对 使 

八 腐 败 。”[21 

除 哈 耶 克 引证 的 以 外 ,我们 还 可 以 举 出 一 些 ， 如 考 迪 各 

还 说 过 六 不 应 信任 所 有 的 当权 者 ,这 是 一 条 真理 。!3 托 克 维 

尔 指 出 :无 服 权 感 是 一 个 坏 而 危险 的 东西 。 在 我 看 来 ,不管 

[11] 

『21 

[3 了 

《联邦 党 上 女生 ,第 386 页。 

以 上 引 误 驮 见 弗 里 襟 里 怖 - 汉 -了 珍 琅 克 :月 由 著 皮 原理 ?第 363 一 364 页 。 

部 分 泽 亦 大 此 动 。 

转 引 和 白 莱 黄 震 尔 配 . 尼 布 名 坟 章 德 的 人 与 币 赣 征 的 村 会 . 榴 成 等 评 , 丙 州 拓 

民 册 版 衬 ; ,1994 年 ,第 430 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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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 人 , 都 无 力行 使 无 限 权 威 。 我 只 琅 认 土 秆 可 以 拥有 有 无 黑 

权威 而 不 敏 造 成 危险 。 ”大 间 设 有 任何 一 个 权威 可 以 任意 向 

为 而 不 受 监 督 和 抵制 . 01 阿 克 顿 还 说 过 :绝对 权力 会 野 坏 社 

会 章 德 。 “在 所 有 使 人 类 硬化 和 道德 败坏 的 因素 中 ,权力 是 

贞 现 频 律 最 多 和 和 最 锋 革 的 因素。 可见, 这 种 观 念 体 日 由 主 

多 看 内 部 是 一 种 共 识 . 

这 些 沦 断 强 调 了 末 点 :第 一 ,权力 本 寺 就 其 有 败坏 .和 小山 

的 倾向 ,这 是 由 权力 的 本 性 决定 的 :第 二 , 权力 恒 拥 有 权力 的 

人 不 可 司 免 地 党 到 腐 凶 。 我 们 将 其 称 为 “权力 广 跑 氛 律 ， 这 

是 月 让 主 关 对 权力 的 基本 斌 了 让。 下 是 对 权力 腐 赂 的 内 在 必然 

性 和 不 可 和 避免 性 的 认 知 ， 反 罗 了 从 基督 教 政治 传统 脱胎 而 出 

的 豆 泊 思想 的 特色 。 

3 以 肝 制 恶 , 化 恶 为 善 

如 果 国 家 只 是 从 大 性 之 亚 中 才 为 日 已 找到 存在 的 有 限 理 

由 ,而 国家 本 身 也 是 人 为 的 建 构 ,是 由 有 缺陷 的 人 组 成 的 ,掌握 国 

家 .权力 的 人 更 不 值得 俩 任 , 那么 ,人们 在 建立 国家 以 对 沧 人 性 之 

晋 , 即 以 菲 制 罪 时 ,又 如 何 能 避免 产生 更 大 的 殷 或 更 大 的 要 呢 ? 

中 世纪 基 兽 教 的 政治 哲学 关心 人 的 宗教 生 医 不 受 国 家 的 

侵 雪 , 它 依靠 教会 分 割 国 家 的 权力 , 抗 衔 和 制约 国家 的 行为 ， 

守护 着 信徒 精神 生活 的 领地 。 教 会 作为 道德 精神 权威 ， 即 使 

在 世俗 生活 领域 也 承担 着 监督 国家 的 劲 能 。 如 属 拉 收 斯 所 指 

出 的 ,之 所 以 将 精神 权力 与 世俗 权力 分 开 , 是 因为 芷 营 了 解 人 

性 揭 弱 点 所 做 的 安排 . 按 教会 法 学 家 胡 果 西 奥 {(Huguccio} 的 解 

fi 托 克 维尔 长 论 美国 的 氏 主 和 1 上) , 昔 提 和 良 译 ,商务 印 书 情 ,1983 年 ,第 289 页 - 

121 向 充 辆 关 月 由 与 术 为 ? ,第 342 记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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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， 两 种 权力 分 开 是 为 了 鸽 皇 帝 或 教皇 “保持 谦逊 而 不 是 骄 

狂 , 而 好 果 皇 帝 或 教 晤 都 握 有 所 有 的 权力 ,他们 很 容易 变 得 狂 

全 。 现 在 他 们 每 -上 方 都 需 紫 另 : 方 , 孝 在 到 日 己 林 是 日 足 的 ， 

所 以 会 谦和 起 滋 ”。4 

中 世纪 的 国家 是 软驱 的 , 在 大 部 分 时 间 里 ， 中 革 纪 其 

全 纹 有 和 正 意 妆 上 的 岗 家 。 但 是 当日 出 主义 兴起 的 时 候 ， 

大 和 们 面临 的 国家 比 中 世纪 要 强大 得 过 .让 于 教会 的 衰落 和 

贵族 势力 退出 历史 舞台 , 个 人 与 国家 问 灾 去 了 隔离 层 ， 没 

有 了 仲裁 者 ,个 人 不 得 不 直接 面 对 国 家 的 威胁 。 在 这 种 情 

况 下 ， 目 由 主 兴 主要 从 二 个 方面 谨 计 对 国家 权 轧 的 制约 : 

其 一 基 世 法 律 的 于 段 保 障 个 人 羽 利 ,以 个 人 权利 限制 国家 

的 权力 范围 ; 其 一 喇 通 过 代 议 制 昆 主 的 建制 ,将 国家 的 最 

终 权 力 控 制 在 人 民 于 中 ,对 政府 官员 实行 月 效 监 督 : 其 三 

是 在 国家 只 部 实行 分 权 制 衡 ， 通 过 对 国家 权力 进行 分 割 ， 

使 各 个 部 分 五 妙 地 实现 相互 竞争、 制约 和 监督 ， 以 防 下 党 

权 者 蝴 落 , 也 使 掌 摆 同 等 权力 的 人 或 集 岗 在 追求 自己 利益 

时 ,增进 公共 利益 。 

体 度 的 思路 荐 化 恶 为 羡 。 他 认为 ,这 会 中 所 有 上 成员 者 起 

逐 和 月 我 利益 ,但 明智 的 政府 组 织 通过 太 录 的 分 权 , 使 其 中 和 

个 集团 在 谋求 自己 利益 峙 ,必然 各 公共 利益 由 一 臻 -12 在 他 

有 来 ,不 是 人 性 之 普 ,而 是 制度 ,使 "坏蛋 也 能 为 公众 的 华 福 

服务 "。 - 般 说 来 ,这 是 苏格兰 自由 主 区 者 的 共同 感 路 -如 B. 

曼 德 维尔 (Bemard Mandesvilie) 认 为 ,政府 的 适当 职能 “就 是 通 

过 创设 联 明 的 法 律 架 构 .建立 游戏 规则 ”, 从 而 鳄 “ 私 心 之 恶 

转变 为 公益 ” ,使 ”人 类 的 约 所" 转变 为 “公民 社会 的 优点 ”。 

11+1 HBran Tierney ed .， 了 ARF 让 PDF hhrcp 浊 ape 了 5 站 一 了 了 TD ， 让 下 上 了 Eeeiei 二 mcb- 

menia yi 12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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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一 一 一 一 一 -一 一 一 -一 

他 要 寻求 的 是 一 种 “使 政府 权力 的 任意 行使 最 小 化 ”的 制 

庆 。[1 

重 德 斯 坞 的 思路 是 以 亚 制 亚 。 他 断 电 :从 事物 的 性 质 米 

说 .要 防 正 滞 用 权力 ,就 必须 以 权力 约束 权力 - ”0021 美国 宪 法 

之 父 们 追随 重 管 斯 鸠 .他们 相信 :里 心 必 须 用 野心 来 对 抗 ，13; 

在 他 们 看 来 , 使 水 同 的 权力 (或 野心 ) 相互 制约 , 达 致 某 种 均 

衡 ，- 一 种 野心 就 会 受到 其 他 野 它 的 扼 制 而 不 致 造 戌 危害。 由 

此 看 来 ， 以 亚 制 亚 的 结果 也是 化 晋 为 立 . 两 竹 没 有 什么 不 

同 。 

这 样 .基督教 对 国家 的 外 部 制约 转变 为 自 出 主义 的 权力 

结构 内 部 的 制约 。 在 中 世纪 ， 大 主教 会 对 世俗 国家 的 制约 力 

量 主要 是 精神 性 的 ， 其 宗教 制裁 权 有 很 大 争议 ， 有 时 是 无 区 

的 ， 有 时 是 通过 非 制度 化 形态 发 生 作 用 的 。 而 自由 主义 世俗 

层面 的 权力 制约 机 制 也 有 其 脆 革 性 。 化 恶 为 善 有 理想 化 色 

彩 ,而 以 亚 制 亚 的 可 售 度 也 是 有 限 的 。 归 极 结 谋 ,对 权力 之 亚 

的 防范 不 能 公 从 权力 结构 内 部 找到 出 路 。 当 代 基 叔 教 思想 家 

揭露 了 这 一 思路 的 局 限 。 尼 布尔 认为 ， 以 权力 制约 权力 留 有 

缺口 - 对 此 他 提出 一 个 令 人 深思 的 问题 :如 果 ”* 企 图 以 自然 力 

量 防 止 自然 冲动 的 方法 来 控制 人 类 历史 的 自然 状态 。 如 果 旨 

制 .自我 维护 和 冲突 被 认为 是 抒 救 社会 可 以 允许 的 必要 手段 ， 

那么 ，' 和 人 什么 东西 可 预防 今日 之 揉 救 手段 成 为 明天 的 奴 和 后 

锁链 呢 ?” [1 他 认为 , 要 走出 这 个 困境 . 只 能 昔 “真理 的 力量 ” 

[1] 这 是 , 罗 冶 依 档 1Nathan Rosenberg) 和 陪 邢 对 要 德 维尔 的 解释 ,13 引 自 弗 里 

德 更 种 : 冯 :只 耶 上 :过 经 依 .科学 与 五 育 一 一 哈 联 巡 思 烟 梢 桩 ?第 582 页 。) 

这 里 使 我 们 想到 其 屠 兰 学 族 关 于 市 场 经 济 的 思想 : 通过 市 场 的 中 介 . 厌 个 过 

束 自 己 利益 的 名 铸 大 辐 时 服务 于 杜 会 技 同 利益 。 

[zl] 和 亚 乱 斯 坝 葡 论 法 的 精 昼 》, 张 硬 识 译 ,商务 印 书馆 ,1982 秆 ,第 154 页 。 

13] 识 密 尔 慑 , 杰 煞 ,者 和 永 种 困 联 羡 基 大 文 贡 ?第 264 下 。 

[41 药 菌 规 尔 德 ， 尼 布尔 道 德 的 人 与 不 道德 的 杜 会 了, 第 232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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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“心灵 的 力量 "。 了 . 别 尔 嘉 耶 夫 指 出 :权力 不 得 不 与 各 种 亚 

的 表现 作 斗 争 ,这 是 它 的 芒 能 。 但 权力 自己 又 在 播种 恶 ,常常 

成 为 亚 的 由 来 。 因 此 就 需要 有 新 的 权力 ,以 为 此 设立 界限 . 但 

随后 ， 为 亚 的 权力 的 统治 汶 立 了 界限 的 那个 权力 本 身 浆 成 为 

晋 的。 这 一 循环 是 没有 出 口 的 。011 在 基 具 妆 , 对 世俗 统治 者 的 

终极 制约 力量 是 上 帘 ， 是 末日 审判 的 感 慑 。 自 巾 主义 唱 诉 请 

人 民 , 诉 诸 于 员 人 允 的 素质 .公民 的 监督 其 至 反抗 行动 。[21 : 坚 

早期 自由 主义 者 主张 ,如 果 统 治 者 破坏 了 完 政 绪 构 ,人 民有 极 

拒 多 服 从 ,有 权 反 抗 .造反 。 

4 上 带 的 符咒 :国家 是 不 可 避免 的 祸害 

在 西方 政治 思 起 的 发 展 史 上 ， 自 由 士 义 的 国家 观 属于 

稳健 平和 持 中 的 - -类 ,在 它 的 左右 两 问 , 是 具有 理想 色彩 和 

充满 激情 的 两 个 种 类 , 它们 是 国家 { 或 整体 ) 主义 (当代 称 极 

权 主 义 和 无 政府 主义 。 通 过 与 这 是 个 种 类 的 比较 ,我们 或 

许 能 对 自由 主 久 的 国家 观 形成 更 清晰 的 认识 。 

国家 主义 是 自由 主义 的 对 立 物 。 在 我 们 前 - : 章 里 谈 到 的 白 

内 主义 关于 个 人 与 国家 甘 系 的 一 系列 问题 上 ,04 国家 主义 都 得 

出 污 自 由 主义 的 个 人 主义 立 蕊 正 相 反对 的 结论 。 根据 国家 主义 

的 观念 , 国家 是 自然 的 存在 . 或 用 墨 格 尔 的 术语 说 , 是 “上 同 在 和 白 

为 “的 存在 。 它 不 依赖 于 个 人 ,不 是 单个 人 机 械 的 集合 。 国 家 昆 

[1 .4-. 缠 尔 喜 耶 去 :精神 上 局 与 塌 搬 王国 3 ,第 49 一 50 页- 

[21 自由 衬 芝 者 对 此 也 是 清 账 的。 入 害 尔 顿 独 出 , “ 恢 靠 大 民 是 车 政 席 的 证 要 控 
制 ”, 制 讶 下 的 设计 只 是 " 助 性 的 珊 防 性 措施 "对 个 大 可 利 的 如 障 并 干 在 于 

其 是 噩 守 进 案 护 条 况 光 其 保障 端 在 于 公 杂 与 论 .在 天 大 民 以 及 政府 所 具有 的 

总 的 精神 。………- 归根 结 六 , 间 上 需 在 此 外 寻找 一 切 概 利 的 帐 -牢固 基础 -…( 深 

窗外 顿 . 杰 攻 . 老 巡 示 :{ 联 捍 常 人文 尝 》 ,第 264 ,43n0 贞 ，) 
[31 大 见 第 童 第 一 节 基 于 个 人 主 突 册 容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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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加 量 站 本 Ti 到 五 二 灿 【 了 了 恒 业 必 全 

有 机 整 悼 ,而 个 人 是 共有 机 组 成 部 分 。 国 此 ,国家 是 基山 .是 本 

原 , 国 家 是 第 -位 的 ,个 人 是 第 一 位 的 。 [1 个 人 只 有 了 融合 于 国家 

中 , 通过 参与 国家 公共 事务 , 为 国家 尽 久 务 , 才能 实现 自己 的 

本 性 或 价值 。 国 家 本 甘 即 是 目的 ， 人 人 没有 和 与 国家 相 分 离 或 

与 国家 相对 立 的 权利 ,在 对 国家 事务 的 参与 和 服务 中 ,个 人 的 

价值 才能 体现 出 来 。 自 由 主 关 以 个 人 为 目的 ， 国 家 只 荐 有 限 

的 外 部 保障 。 司 根据 上 自主 多 观念 ,个 人 目 鹿 与 国家 权力 处 

于 对 立 中 ,两 者 是 此 消 彼 长 ,你 进 我 退 的 关系 。031 上 典型 的 自由 

主义 思想 将 目 上 理解 为 消极 自由 【或 否定 性 的 目 由 ) .防御 性 

的 自由 , 即 排 除 国家 .权力 干 鼻 的 自由 。141 国家 主 居 是 一 种 蛙 

Li 近代 思想 中 上 ,时 格 下 茂 从 地 的 忧 统 中 成 长 起 来 的 -一 些 轩 想 尝 征 与 昌 昌 开交 

对 站 的 国家 许 立 的 代 考 ， 国 内 外 试图 为 由 情 东 省 天 国家 主 习 或 概 展 主 关 先 旦 

之 亚 名 的 学 者 强 岗 他 对 个 人 和 白 由 邦 权 和 刑 或 用 地 的 术语 说 即 “特殊 性 ”和 “ 主 而 

特殊 性 "原则 的 可 认 .对 近 发 市 外 社会 的 接纳 等 ,但 这 只 能 说 明 . 黑 格 尔 的 国 豪 

主 头 记 恕 和 不 再 是 柏拉图 天 的 国家 主 习 ,而 是 在 古 懂 的 国家 主 光 被 近似 生出 证 

党 证 击 禄 七 符 瞧 阔 的 情 总 下 重 奈 的 国家 至 头 。 其 特征 县 在 承认 个 大 自由 和 要 

利 的 同时 ,将 其 降 为 整体 的 -个 “环节 "的 地 习 

[zl 景 烙 做 曾 经 使 用 二 个 国家 概念 , 即 区 十 作 光 " 伦 理 埋 二 更 详 的 司 家 " :2 作 测 旺 

治 制 度 的 国家 ";13) “外 在 的 国家 ”“ 嫂 立 在 需要 基础 上 的 国家 "上 弓 “ 灶 性 所 枫 志 

的 国 和 "第 二 个 慨 井 革 市 员 社 会 , 亦 即 荐 自由 十 区 观音 中 的 国家 ,， 本 他 的 第 、 

个 畏 家 酸 售 即 特 殊 考 与 尊 荐 手 统 一 的 “国家 ”有 别 。 德 训 原 立 为 “Ber urBeren 

Sta 和 ,NotHuna Werstandestaal , 详 弄 斯 【KKnoxl 英 详 目 详 为 "exterhnal slate .the stattc 

FE 让 二 ee 柱 。tite 呈 RbE 8 上 二 册 且 在 etatamdiate ENyjsaBead 这 ”fsSee Heegel pa Philensphy 呆 

有 Right .trang .及 nox ,mxdiord University Press 、 1942 .1 虹 履 汞 批 刊 了 这 和 神 国家 的 寺 荫 

性 . 烛 所 作 的 其 到 起 起 这 种 国家 冬 将 其 综 合 进 他 的 相遇" 国 肖 "和 概 语 即 极 要 主 久 

国家 酸 交 中 。 

[31 班 代 柿 学 家 布 戎 纳 (Fmil kronner 形 浆 地 特 两 者 障 为 "就 剧种 凸 闫 系 一 树 .号 汶 

销 长 "-。! 忆 , 布 曾 纳 录 论 权 力 ?, 芒 双 小 枫 滴 必 当 羽 政 治 挤 学 文选 #, 第 允 责 。) 

[41 起 右 斯 是 量 中 以 稍 概 意 岂 上 理解 政 消 自由 的 思 曰 家 , 喜 芭 在 这 个 章 寂 上 他 和 怕 

国家 玉 其 法 律 称 为 ”人 为 的 链 链 ". 而 “ 臣 受 的 自 向 只 是 相对 于 这 些 钢 链 耐 育 

的 自由 "。1 和 要 布 斯 :4 利 维 垢 ?第 164 页 。) 这 就 木 难 理解 ,也 正 是 在 他 那里 .和 近 

代 意 关上 的 个 大 自由 与 政 语 权 孢 的 张力 自 次 具有 了 重要 章 必 。 伯 杂 关 于 朱 极 

自 出 的 概 意 是 对 蕉 布 斯 月 由 杜 筷 站 调 的 昌 觉 羡 发 . 他 的 消极 自 直 主 吉 指 “-- 

个 人 能 秤 不 受 凡 人 于 预 地 大 活动 的 世 域 ”。 记 是 “和 于 …… 的 白 巾 ”Feednm 

tr 。 laalah Berlin ,Per 瑟 ss099 DR Errzy 人 zford Univeraity Preea ,Ph -1 223- 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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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 主 义 ， 它 希望 实现 个 人 与 同 家 之 癌 内 在 的 统一 、 高 庶 的 和 

谐 .使 个 人 对 他 与 国家 的 此 离 .对立 和 冲 认 浑 然 不 觉 。 自 由 主 

六 也 要 实现 个 人 与 国家 之 间 的 统一 ， 但 这 种 统一 以 保留 个 人 

充分 的 权利 和 自 和 让、 个 人 与 国家 的 适度 吕 离 为 前 提 ， 也 舟 是 

说 ,个 人 不 需要 将 全 部 身心 页 人 人 国家。 并且 ,个 人 与 国家 的 统 

一 需 通过 某 种 中 介 环 节 。D1 国 家 主义 追求 个 人 与 国家 的 完全 

融 台 与 直接 统 .彻底 斩 断 个 人 的 一 切 ,使 个 人 的 身 与 心 完全 

融 人 国家 之 中 。 

所 以 ,根据 国家 主义 观 仍 ,国家 是个 人 之 归宿 ,个 人 之 手 

救 ,也 是 个 人 权利 和 价值 之 源泉 。 面 对 这 种 国家 ,人 们 自然 会 

产生 感恩 心理 ,从 中 找到 一 种 归属 感 , 并 蝴 生 出 亲 和 尝 敬之 情 

傣 .。 由 于 政府 是 国家 统一 的 银 征 ， 政府 掌 操 的 国家 主权 是 赋 

耶 国 家 机 体 久 生命 的 灵 珠 ,所 以 ,国家 主 关 国家 观 将 对 国家 的 

情感 投射 到 政府 , 要 求 公民 《臣民 ) 对 政府 的 尊重 和 无 条 件 的 

忠诚 与 服从 。 

自由 主 艾 与 无 政府 主义 是 一 根 其 上 结 下 的 两 显 瓜 。!24 它 们 

扎根 于 同一 政治 心理 ， 即 对 政府 或 强制 履 政 治 权力 抱 有 深 深 

的 怀疑 和 程度 不 同 的 敌意 。 在 无 政府 主义 那里 ， 这 种 敌意 是 

会 开 的 ;在 自由 主义 那里 ,这 种 敢 意 是 浅 在 的 .暗含 着 的 。 在 无 

政府 主义 那里 ,这 种 敌意 是 强烈 的 .彻底 的 .不 妥协 的 :在 自由 

主义 那里 , 这 种 敌意 是 克制 的 、 有 限度 的 . 凋 和 的 。 更 准确 地 

倍 , 那 悬 一 种 癌 忧 参半 、 爱 习 交 织 的 感情 。 自 由 主义 本 身 已 经 

包 兴 着 无 政府 主义 的 种 子 ， 无 政府 主义 不 过 在 白 由 主义 的 基 

[1 比 委 是 过 四 约 这 种 自 出 平等 的 权利 变易 ; 通过 考 才 的 分 割 与 制 允 机 制 :通过 

韦 场 这 个 “和 寿 生 见 的 于 "等 ， 

[21 在 对 特 政 府 的 态 麻 上 ,自由 主 祥 取向 的 姑 政 府 二 六 对 个 人 主 交 的 天 政府 主 交 

是 典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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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 上 双向 前 走 了 一 步 , 是 自由 主义 这 株 太 树 上 荔 生 的 梳 藻 。 无 

政府 主义 和 自由 主义 都 以 人 的 自由 为 出 发 点 ， 从 而 将 国家 视 

为 本 质 上 是 销 极 的 东西 ,属于 晋 的 范畴 -。 但 前 者 将 其 视 为 纯粹 

的 亚 ; 后 者 在 认定 其 为 亚 的 同时 , 厌 认 它 还 是 有 限 的 交 和 相对 

的 善 , 至 少 是 善 的 工具 。 无 政府 主 飞 将 国家 视 为 万 恶 之 首 : 万 

晋 之 源 。 在 它 看 米 , 人 之 本 性 为 善 , 旦 有 上 月 治 能 力 ,人 也 国家 却 良 

狂人, 司 人 败坏 ,而 人 的 败坏 又 使 国家 的 存在 成 为 必要 。 匹 政 

府 主 文 者 要 打破 大 类 这 种 被 动 的 轮回 , 他 们 相信 ,一旦 取消 了 

国家 ,人 类 就 会 回 到 完美 的 状态 。 丘 所 也, 雹 政府 主义 并 非 反 

对 某 -具体 形式 的 国家 ， 而 是 要 与 一 切 形 式 的 国家 为 酌 。 有 村 

“ 摧 虎 一 切 国 家 ”。 昌 ] 

白 由 主义 对 国家 的 估价 设 有 这 样 极 端 . 对 人 性 的 个 和 

也 没有 这 般 乐 观 。 在 它 看 来 ， 国 家 本 刁 虽 然 为 晋 ， 但 它 也 

是 晋 之 药 石 ， 是 揭 大 之 亚 无 政府 状态 一 一 的 可 接 芝 的 

替代 物 ，。， 人 是 有 缺陷 的 生物 ,如果 设 有 国家 的 约 制 刁 威 

慑 ， 人 人 性 申 儿 的 一 面 就 会 充分 宣泄 ， 其 至 以 放大 的 形式 表 

现 出 来 滥用 权力 固然 优 险 ， 灶 用 日 和 出 也 同样 会 背 送 日 

由 。L31 自 由 主义 者 还 没有 无 政府 主义 首 那 样 浪 冰 ， 他 们 的 

理想 标准 很 低 ， 他 们 想 的 是 ， 如 们 使 有 人 缺 随 的 人 构成 的 社 

会 其 缺陷 尽 可 能 地 小 ， 如 和 何 使 本 身 也 是 亚 的 政府 成 为 优 进 

[1] 在 巴 枯 宁 兰 来 .国家 与 自 上 应 其 不 相 容 的 . 贡 训 就 意味 者 入 兴 和 妈祖 。 地 说 到 

追 局 国家 改变 本 性 是 不 可 能 的 ， 因 当 国 家 征 旺 由 于 关 种 本 性 才 看 其 为 国 夫 

的 ，- 且 国 宕 放弃 了 这 种 本 性 ,国家 也 就 和 站 在 了 ,因此 .不 可 能 月 良好 的 ,上 上 

盖 的 .有 道德 的 国家 ,从 构 碟 国家 的 性 夸 . 即 梢 三 国家 为 之 疗 在 的 日 的 全 

件 一 一 雍 对 否认 和 类 的 正 芝 、 自 由 和 道德 一 这 一 意 立 上 米 说 ， - 切 同 学 都 

是 坏 的 。"! 引 自 受 德 华 - 利 特 :， 卡尔 : 江 巴 枯 宁 忧 让 , 宁 南 大 等 详 , 中国 人民 

大 学 出 版 社 ,1985 年 ,第 365 页。) 

[3z] 巴 桔 宁 :《 国 家 制订 村 天 政府 状态 3》, 马 蘑 耻 等 译 , 向 务 印 书 忆 ,1982 咎 ,种 

214 页 。 

[31 和 参见 记 融 尔 顿 , 杰 例 . 老 迪 和 融 六 联 才 党 人 人 充 信 ,第 3324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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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 的 工具 。! 总之， 无 政府 主 义 无 保 曾 地 断 育 ， 国 家 是 神 

害 ; 而 目 由 主义 狂 移 .六 疑 而 间 避 地 表示 , 国家 是 不 可 避 倪 的 

神 害 ,或 “必要 的 亚 "“ 必 村 的 痛 藻 ( 泪 伯 1 和 等。 所 以 ,无 政 

府 主 多 向 所 有 国家 宣战 ，0 自由 主义 不 是 一 般 地 病 视 国 竺 ， 

而 主要 中 将 概 权 国家 必 其 家 族 的 洛 种 近亲 分 校 【 即 被 视 为 具 

有 某 些 概 权 主 义 等 征 或 趋向 的 国家 ) 作 为 敌人 。 

可 以 说 , 当 由 主 浆 国家 观 的 全 部 思想 ,已 经 饰 聚 在 “国家 

是 不 可 避免 的 神 害 "这 一 个 题 中 了 。 它 首先 肯定 国家 是 祸害 ， 

所 以 人 们 只 给 予 它 有 限度 的 尘 认 和 有 闪 件 的 服从 ,始终 与 它 

保持 着 距离 ， 在 上 内心 这 处 则 固 下 着 对 它 的 怀 是 和 不 信 什 。 由 

于 国家 被 盖 上 “祸害 ”的 印记 ,所 以 需要 对 它 的 权力 进行 监督 

和 控制 .限制 和 分 制 - 位 是 ,自由 主 关 对 承 认 国 家 这 个 调 定 小 

十 避 侈 。 相 据 “本 省 相 权 取 其 轻 ” 的 原则 ,44 在 无 政府 状态 各 

[1] 着 普尔 式 为 ,政治 的 日 机 应 了 度 旺 “ 蔓 万 消 队 有 具 性 的 徘 亚 死 直 是 曲 生 了 开 抽 夺 的 

普 "。 奥 砚 半 特 !Micluel Dakeshutry 析 信 和“ 政 往 旺 谋 弄 有 行动 路 斌 中 迄 拌 基 小 

之 县 肯 品 术 ,而 未 星人 灶 社 会 泻 冰 至 站 揭 努力"。 在 自 下 蕊 这 者 看 来 , 聘 种 翅 

求 划 闫 的 企图 往 宅 带 来 最 大 的 亚 。 

L2] 放 轩 民营 子 社会”9“ 玻 府 ” ,他 认 汶 “社会 是 由 我 让 的 艾 课 所 产生 的 ,上 岐 面 

是 出 我 们 的 政 亚 所 产生 的 ; 前 者 使 我 们 -- 性 同心 ,从 醋 积 李 增进 稀 们 的 地 

福 , 后 普 制 正 滁 们 的 亚 行 ,从 谋 消 概 也 增进 我 们 的 幸 栖 。… … 社 会 在 各 种 情 涡 

下 部 是 党 大 玖 迎 的 .可 是 驴 府 呢 . 邯 配 企 捧 蜗 寻 的 情况 下 ,也 不 过量“ 件 售 不 

了 的 袖 实 ,在 其 晤 坏 的 情况 上 上 . 就 或 了 不 可 客 岂 的 林 害 ”入 福 因 达 医 ?， 第 3 

页 1。 

[3] 如 当代 上 政 府 主 立 者 了 埃 上 得 汞 和 浆 :“ 所 有 更 上 国家 部 是 极权 六 的 ， 它 在 泪 

律 上 和 事实 和. 都 干事 认 芋 何 界 限 。 所 以 ， 我 从 海 当代 世界 被 有 国家 苦痛 法 

的 ， 任何 现存 下 党 要 威 融 汶 有 权利 声称 是 土 帝 设 主 的 , 因为 它们 都 是 在 极权 

国家 站 构 内 旋 立 的 -这 和 战 基 我 为 何 采 取 无 斑 府 主 洗 场 的 隆 因 -fsSee ].Plilikh 

钾 中 IT ， 尼 直人 全 且 EPspeefihes 二 天 os Louiavile :三 eatniinesrer john 玉 noxr Presa ， 

2000,Pp .55.] 

1L4] 斯 中 庶 藻 认为 .“ 两 利 相 相 取 其 友 , 两 溃 相 权 取 其 轻 ” 的 原 旭 时 根源 于 大 帝 涉 

性 的 普遍 贡 律 ,应 访 煌 此 * 缠 为 水 恒 的 真理 与 公 到 之 -< [斯 京 汗 荐 玫 神 学 政 

褒 纶 》, 温 锡 增 详 ,和 商务 印 书 馆 ,1982 年 ,第 214 一 215 页 。& 政 治 论 ,外 条 昆 译 ， 

商务 印 书馆 .1999 年 ,第 327 页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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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 这 上 机 个 福 害 中 ,他们 选择 了 国家 。110 和 月 出 主 交 与 无 路 府 

主 交 都 将 “上 帝 的 物 " 撕 为 已 有 ,但 无 政府 土 义 还 要 摆 取 “ 忆 报 

的 物 ", 而 自由 主 头 则 有 保留 地 乔 认 了 恺 民 的 领地 【7 了 然 本 中 

岂 纪 的 这 界 大 不 相 何 }。 根 据 仪 布 斯 指 看 法 ， 即 使 是 专制 国 

家 ,也 胜 过 无 政府 状态 (自然 居 态 ) 。 国家 导 不 可 避免 之 晋 - 但 

在 洛克 那里 ,只 有 作为 梨 障 大 要 工 上 其 的 国家 才 是 可 稚 的 ,如 条 

国家 明 专 制 国 家 ， 则 人 们 宁可 回 到 户 然 状 态 。 专 制 国 家 中 最 

坏 的 无 政府 状态 。 从 上 自由 主义 的 伟 仰 和 价值 观 册 发， 里 然 会 

承认 国家 存在 的 价值 和 人 们 最 处 国家 的 义务 .但 绝 不 会 产生 

因 家 尝 荐 和 讶 月 的 效 出 。 国 家 的 权威 仅仅 是 世俗 权威， 绝 不 

是 精神 上 和 道德 上 的 权 感 。 服 从 只 是 一 神志 惟 的 区 务 ， 绝 不 

是 从 内 心里 对 此 俗 权 威 的 认 间 和 上 依 ， 更 不 会 把 目 己 整个 的 

命运 交 给 它 去 支配 。 按 隔 自 由 主 多 的 政治 态度 ， 个 人 与 国家 

只 能 是 一 种 “ 冷 " 的 关系 ,不 可 能 是 -种 “ 热 " 的 关系 。 妇 雷 无 

政府 状态 是 可 能 的 ， 自 由 主义 者 宁愿 选择 无 政府 状态 。 在 上 

和 让 主义 者 座 心 识 处 ， 潜 藏 着 无 政府 主义 情结 。 克 政府 主义 是 

他 们 的 理想 ,而 有 限 政府 是 他 们 的 现实 选择 . 

这 样 ， 自 由 主义 的 国家 观 是 在 国 冢 主 飞 与 无 政府 主 兴 之 

间 的 微妙 而 脆弱 的 平衡 ，-- 种 中 道 选 择 。 马 通过 对 辐 家 的 消 

概 态 度 而 与 国家 主义 区 分 并 来 ， 又 通过 对 国家 有 限 麻 的 原 认 

而 与 无 政府 主义 区 分 开 来 。 

那么 ,如 果 我 们 要 间 : 近代 的 三 种 国 冢 观 , 嘱 :个 是 基督 

教 政 洁 哲学 的 直系 传人 呢 ? 国 家 主 闪 在 中 志 纪 的 表现 就 是 " 恺 

撒 一 教皇 主义 ,配方 基督 教会 (中 世纪 即 天 证 教会 ) : 干 歼 年 

争取 独立 自由 的 斗争 就 是 针对 它 的 。 无 政府 主义 在 基 普 教导 

[1] 后 声 录 和 功 说 :民主 是 最 坏 的 制度 . 介 其 他 制剂 更 精 糙 :， 从 和 一 个 出 面 君 .他 才 

法 的 也 基 这 样 的 而 仿 , 导 任 和 何 国家 制度 部 是 二 的, 民 守 制度 不 过 屁 峡 隐 相 对 

最小 的 制 二 ， 

1 多 贞 



统 中 一 直 作 为 - :种 六 流 存在 养 ， 伍 基督 救 主 流传 统 是 坚 奖 排 

斥 它 的 。 基 叔 教 的 一 元 政治 观 既 昆 国 家 主义 的 解毒 剂 ， 也 是 

抵御 无 政府 主 交 的 屏障 。 在 两 极 对 立 中 ， 基 上 奉 教 采取 的 是 对 

国 冢 既 怀 缀 提 栈 又 给 予 右 限度 辣 认 的 中 间 路 线 .。“ 困 家 是 不 

可 避免 的 幅 害 ”, 这 中 基督 教 的 政治 和 态度, 也 是 近代 日 出 主 艾 

的 政治 态度 ,， 它 足 上 帝 给 国家 戴 上 的 紧 竹 针 ， 被 自由 主义 者 

继 共 了 下 来 。 

s 作为 工具 的 国家 

基督 教 政治 哲 学 在 确认 个 人 是 日 的 〈 相 对 于 国家 ) 的 同 

时 ,也 设 定 了 国家 工具 主义 的 价值 (相对 寺 个 人 )。 国家 林 身 不 

是 吕 的 , 它 应 服务 于 更 高 的 昌 的 - 对 国家 荆 有 只 性 的 定位 正 旺 对 

个 大 目的 性 规定 的 自然 结 沦 。 对 个 人 的 特 的 性 规定 ,是 通过 将 

人 进行 一 元 析 解 ， 从 而 刊 离 出 人 与 上 二 党 相连 的 精神 年 傅 和 彼 

举 靖 运 来 实现 的 . 出 于 将 大 引 站 彼岸 的 日 标 ,国家 人 恒 成 为 此 旦 

的 痉 物 ,只 具有 工具 性 价值 : 因为 人 有 一 个 “精神 的 灵 现 和 一 

个 超 庆 和 惟 的 命运 ”t 因此 其 价 和 值 在 国家 之 上 , 成 为 国家 为 之 

服务 的 目的 。 中 世纪 天 主教 会 企 周 使 国家 附属 于 教会 ,这 个 努 

力 显 然 盖 有 成 功 ,但 是 ,国家 是 人 们 得 救 的 一 个 辅助 性 上 有 具 的 

信念 却 树立 起 来 了 . 这 个 信念 经 过 近代 的 转 风 , 便 演变 成 国 震 

是 实现 个 人 权利 的 工具 的 自由 主义 信念 : 

在 希 莫 城邦 时 代 , 国家 主义 的 国家 观 占 主导 地 位 , !31 城 

大 即 是 目的 ， 即 是 归宿 。 介 基督教 以 天 国 取 代 了 城邦 在 人 们 

心中 的 位 置 , 相应 地 ,国家 被 从 目的 王国 中 有 亚 出 . 赋 于 工具 

[1] 4 马 利 坦 尖 人 和 国家 ?, 第 27 页。 

[21 近代 具有 国家 主 关 全 向 的 由 想 家 如 卢 机 和 黑 梢 水, 部 非常 刁 心 于 古 希 腊 环 

邦 国家 , 推 红 在 城邦 生活 中 二 再 出 米 的 个 人 与 城邦 的 和 悄 活 系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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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领地 。 

基督 教 在 讲 国 家 时 1 具 时 , 包 全 一重 会 广 : 第 一 , 它 足 神 

意 的 工具 . 用 以 扼 制 人 的 绯 的 倾向 , 作为 辅助 性 的 救 赃 工 其 : 

二 ,和 世 是 服务 于 人 的 签 岸 所 求 的 上 只 : 第 一 , 它 是 狂 由 人 的 

世俗 生活 需要 的 工具 。 

从 后 来 西方 政治 思想 发 展 史 来 看 , 基 懈 教 对 国家 工具 

性 的 定位 似乎 是 对 国家 作出 了 永和 包 性 的 判 块 . 眼 坝 下文 继 

陨 了 基 普 教 国家 小 具 主 义 的 理论 形式 , 从 基督 教 到 日 由 圭 

交 . 国家 的 土 只 性 意义 没有 变 ， 不 过 日 由 主义 改变 了 基督 

教 贱 也 它 的 肉 容 。 个 人 的 权利 和 上 自由 版 代 了 人 的 彼岸 

运 ， 成 为 国家 服务 的 日 的 ; 民意 和 反 且 民 六 的 法 律 取代 上 

帝 的 权威. 于 拍 着 约 床 和 督 责 国 家 的 使 僵 : 会 对 国家 的 

外 部 监督 转变 为 国家 内 部 权力 的 分 割 、 制 约 与 均衡 ， 以 及 

公民 社会 对 政府 的 监 党 与 对 抗 。 从 基 恰 教 到 近代 月 由 主 

尽 ， 国 家 服务 的 目的 已 经 大 不 相同 , 但 足 对 国家 的 工具 性 

定位 者 一脉相承 。 

自由 主义 当 基 督 教 一 人 样 ， 典 予 国 家 有 限 的 主要 是 消极 

性 的 虹 能 。 在 履 布 斯 那里 ,国家 的 日 的 不 是 实现 正 义 ,而 公 

仅 是 和 平 与 秩 序 .人们 不 能 期 望 国 家 各 给 他 们 美好 的 一 想 ， 

而 只 厢 望 国家 使 他 们 脱离 无 政府 状态 ,得 到 和 丫 与 安全 。 晶 

大 的 “ 利 维 坦 "是 一 个 壮 察 ,而 不 是 圣贤 般 的 导师 , 它 只 有 处 

在 的 强权 ， 而 证 有 内 在 的 道德 权威 。 对 公民 而 言 ， 疡 不 再 

如 特典 时 代 那 样 ， 是 道德 价值 和 人 性 得 以 实现 的 母体 ， 而 

只 是 人 们 不 得 不 面 对 的 外 部 保障 物 。 按 基督 教 传 统 ， 国 家 

的 权 方 属于 址 俗 权 力 ， 只 能 浪 及 大 的 外 部 行为 ， 大 的 内 在 

志 界 属于 教会 的 管辖 范围 。 阿 奎 那 人 芷 区 分 人 类 法 和 神圣 法 

时 就 指出 ,人 类 法 只 能 规范 人 的 外 部 行为 . 却 无 为 纯化 人 闫 

的 心灵 ,所 以 述 需要 神圣 法 予以 补充 ,以 使 人 类 成 为 圣 徒 或 



天 使 。! 昌 霍 布 斯 生 继 这 一 传统 , 认定 国家 猎 有 道德 教化 的 

职能 , 也 不 密 图 改造 人 性 ,使 人 “了 凡 成 圣 ” ,从 而 创造 一 个 

蔡 洁 的 世界 。 总 之 : 它 是 消极 工 具 而 不 是 祝 极 工 上 其 , 它 只 提 

性 外 部 保障 和 控制 而 少 积 极 作 为 。 堆 布 斯 虽然 权 力 为 国家 

主权 辩护 ,但 它 为 国家 主权 所 设 定 的 日 标 却 是 有 限 的 。. 利 维 

坦 几 乎 吞噬 一 切 ,但 面 对 人 的 内 在 世界 , 它 茎 无 兴趣 , 也 雹 

能 力 , 它 所 希 求 的 ,最 霓 是 控制 内 在 世界 涌 出 的 能 量 使 之 不 

能 彼 直 外 部 社会 秩序 的 和 平 。 

当代 基督 教 神 学 家 蒂 利 希 在 4 政治 期 望 y 一 书 中 曾 对 比 

三 种 国家 模式 : 霍 布 斯 的 国家 是 魔鬼 ,洛克 的 国家 是 -个 守 

夜 人 《nightwatchman) , 卢 校 的 国家 是 尘世 的 上 帝 。 在 洛克 看 

来 ,自然 状态 有 : 些 缺 陷 ,而 国家 则 是 作为 这 些 缺 陷 的 社 救 

措施 被 上 发 明和 接受 的 . 它 只 是 一 个 庸俗 的 人 奖 的 造物 ,不 具 

有 任何 神圣 的 意义 。! 阅 它 的 职能 至 为 消 瓜 ， 没 有 党 高 的 使 

命 ， 不 需 必 采取 主动 的 积极 的 作为 。 它 涉 是 社会 的 动力 利 

海 录 ， 不 需要 创造 .推动 和 指导 ,只 需 对 个 人 和 社会 担 供 外 

在 的 保护 和 创 裁 。 

从 基督 教 传统 鹏 胎 而 出 的 特 由 主 立 的 消极 政治 观 代 表 了 了 

西方 土 流 政治 传统 。05l 美国 政党 和 刹 学 察 诺 瑟 克 〔Michael No- 

[1] See Carlyje， 册 是 zstory 时 时 ediered eliernt earr YN， WwW 4 另 委 风 二 疝 这 

雾 点 治 鞭 作 选 ,种 108 页 。 

[21 曾 斯 非 尔 德 1Harvey NManetnld) 指 出 :和 近代" 慌 议 制 政 府 无 法 也 止 大 们 往 去 上 看 ， 

但 它 想 丧 慢 -点 , 当 -个 人 往 天 上 署 时 ,他 布 汪 看 到 政府 "。 栈 议 制 政 府 " 干 能 

具有 府 商 或 神圣 的 帆 夺 "。 (区 斯 菲尔德 :近代 代 议 制 和 中 世 饶 民 开 和 制 3 载 齐 

小 幅 选 锋 :# 施 洲 特 与 政治 法 学 ,上 交 三 联 蔬 店 ,2002 和 年. 簧 353 呐 。》 

[3 自 19 世 多 中 期 始 , 一 和 被 称 为 “新 自由 主 匀 ”的 积 枢 同 家 观 识 太 典 身上 月 主 

立 内 部 脱胎 而 生 , 并 在 如 世 和 中 期 取得 强势 地 位 。 但 这 种 积极 国家 观 星 对 证 

典 白 由 主 沈 阐 极 国 家 观 的 补充 稻 棕 正 而 非 否 内。 它 昌 在 信和 基本 板 稍 得 到 佛 

障 的 时 蕊 形成 的 , 它 所 扩大 的 固 家 京 能 主要 昆 服 务 性 耳 能 以 点 干预 村 会 关系 

的 职 指 ,而 不是 祖 江 个 人 自 出 秀 职 能 。 所 以 国家 榨 力 的 扩张 主题 不 是 通过 去 

才 | 1 由 

兴 回 还 壬 明太 党 |1 
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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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 vak) 在 《民主 资本 主义 精神 》 中 二 到 , 当 由 民主 是 针对 专制 这 

j 种 最 危险 的 垩 设计 的 ,在 观念 层次 上 ,自由 主义 至 为 消 疏 。 吉 

j 里 斯 托 (Iming Kristol) 也 认 汶 , 自由 民主 制度 的 眼光 最 低 。 

忆 i 从 基督 教 到 自由 主义 ,国家 一 直 访 冷酷 地 定义 ,政治 生活 饮 与 

之 

1 和 人生 的 有 限 目的 相关 ， 政 治 权力 只 幅 及 人 类 生活 的 一 部 分 。 
在 最 好 的 情况 下 ,它们 也 不 是 攀 向 天 堂 的 金 梯 , 而 是 抵御 滑 人 
地 狱 的 屏障 ; ta 它 不 能 实现 人 生 的 崇高 价值 ,只 是 使 人 锡 二 
爱 娩 后; 它 无 力 圣 化 社会 ,只 能 使 社会 不 至 于 变 得 更 坏 ,， 在 坏 

的 情况 下 , 它 本 身 即 是 魔 揭 , 即 是 地 狱 。 上 帝 附 在 国家 头 上 的 
， 魔 缉 ,至今 仍 未 解除 。 

狐 个 人 自由 的 力 地 来 实现 的 :而 是 通过 扩大 服务 性 职能 和 下 现 社会 关系 的 巾 
| 能 来 实 再 的 。 这 样 我 们 就 如 烈 ,在 新 自 赴 主义 乙 行 的 年 代 , 国 家 权力 在 扩张 

个 人 自 机 (这 其 是 上 的 精神 自由 .社会 生活 的 自由 应 在 扩大 ,。 人 们 在 入 凋 国 
察 承担 重 多 社会 职能 的 同时 , 并 未 减 习 对 它 的 怀 乒 ,制约 . 监督. 以 及 对 个 人 
白 由 领地 的 坚守 。 

HI 引 息 刘 军 字 :{ 共 和“ 民主 . 完 栈 一 自由 主义 思想 研究 $ .第 4 页 。 
[2] 按 自 由 主义 观念 ,下 是 热衷 于 在 人 间 建 立 天 泊 的 姐 力 最 穿 马 司 人 辣 变 成 地 狼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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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.了 
局 梳 的 物 与 上 上 希 的 物 

人 至 经 》 中 为 我 们 记载 了 这 样 一 个 场景 : 在 耶 艇 传道 的 过 

程 中 ,一 些 显 然 存心 刁难 的 犹太 人 同 他 ,该 不 该 向 恺 撒 钠 税 。 

看 来 发 向 者 的 意图 是 ,好 果 耶稣 说 应 该 纳税 ,就 会 击 犯 犹太 人 

的 民族 主义 情 凋 ,引起 籽 们 的 和 不满; 如 果 说 不 应 纳税 , 他 们 就 

有 了 撑 告 他 教唆 反 上 类 的 口 实 。 然 而 耶稣 的 同 符 寻 开 了 来 昌 两 

面 的 危险 。 他 让 人 们 拿 过 一 杭 钱 币 ， 指 着 上 面 恺 撒 的 头像 和 

名 号 说 :已 撒 的 物 寺 归 给 习 撒 ,上 帝 的 物 当 归 给 上 上帝。” [这 

句 话 在 #& 马 太 避 音 ? 与 4 马 叮 司 音 少 中 以 相同 的 语言 叙 及 , 共 特 

定 的 请 境 也 是 一 样 的 .的 它 的 直接 含义 无 疑 是 关于 纳税 的 训 

只 ， 但 它 却 揭示 了 基 叔 教 对 待 世 俗 权 力 与 上 帝 枚 力 之 间 关 

[1] 去 革 经: 马 本 福 痛 ,第 着 章 种 21 节 1 马 可 福 音 $, 第 和 革 章 第 17 节 .本 . 就 依 

斯 说 :我 猜想 ,耶稣 一 定 藉 将 钱币 旺 转 这 来 . 圳 出 可 能 印 有 赐 尝 可 认 上 表 像 

的 背面 .类 后 弯 了 由 对 的 另 一 盏 语 :“ 上 帝 的 物 时 上 帝 .  ” (James Mont- 

0OIDET7 昌 eiee ，Jboo 人 REes ， 了 wy Te ， 让 内 FS 和 在 三 具 eqPODREEDEEY tn 本 人 rRNA ui 

Eure 。 Inpwmare rove ,Ilinaia, InterVarsity Freaa .toog .Pp-135.) 

[2] 丰 过 在 4 轿 加 播音 ?中 . 龟 丸 大 仍 控 此 耶 妹 坊 动 人 习 皂 名 纲 税 。 民 鞋 季 路 加 

往 癌 3, 第 不 畏 章 第 并 和 节 。)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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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入 琵 灯 动 j 独 

系 的 根本 态度 。 后 址 的 神学 家 和 基督 徒 也 的 确 是 这 样 来 理解 

这 各 语 的 。f01 而 保 罗 所 说 的 "凡人 所 当 得 的 , 惑 给 他。 者 得 粮 

的 ,给 他 纳 粮 。 当 得 视 的 ,给 他 上 上 税 。 尖 惧怕 的 ,惧怕 人 他。 当 秋 

租 的 ,恭敬 他 ” ,5 也 可 视 为 对 耶稣 这 自 话 的 部 分 注解 : 

前 面谈 到 的 关于 了 革 术 的 神 性 与 俗 性 的 二 元 观 您 ， 回 答 的 

是 王 收 的 性 质问 题 ,这 里 ,已 撒 的 物 "与 “上 和 沉 的 牺 "的 二 元 分 

市 ， 计 及 的 是 王权 的 范围 问题 。 耶 钰 以 折 训 的 态度 躲避 了 狂 

太 大 在 两 边 设 置 的 隐 告 ， 他 式 认 了 王权 的 范 园 ， 伍 以 确认 上 

帝 的 权力 范围 为 前 担 ; 他 和 定 熙 帝 的 权力 范围 ,但 也 为 王权 留 

出 了 地 盘 。 这 后 证 的 前 后 两 部 分 是 相互 限定 的 ， 吉 艇 来 取 的 

是 二 元 主义 而 非 - :元 主义 路 线 。 

耶稣 的 这 汉语 怕 成 基督 教 二 元 政治 观 的 核心 。 对 大 的 一 

元 分 析 和 关于 国家 的 二 元 观念 最 后 落实 到 “上 帝 的 物 ” 与 “ 恺 

搬 的 物 ” 的 二 元 分 割 , 以 及 分 别 建 基 寺 这 两 个 领域 的 精神 权力 

与 世人 钦 权 力 、 教 权 与 王权 相 区 分 的 二 元 化 权 为 体系。 如 有 的 

党 者 指出 的 ,耶稣 的 这 何 语 “表达 了 基督 孝 首 要 的 政治 原 

则 ”-。 11“ 档 成 所 有 基督 教 政 治 教 义 的 基石 "。 0 

基督 教 传统 中 “ 恺 茹 的 物 与 上帝 的 物 " 的 分 割 经 过 近代 

的 转换 ,成 为 自由 主义 的 信人 的 物 与 政府 的 物 , 即 个 人 权利 与 

【11 当然 .那些 将 耶稣 刨 琶 为 社会 改革 认 . 要 上山 演 其 阳 妓 赎 道 的 让 会 政 说 意 关 的 

神 掌 容 们 不 会 国语 这 种 解释 。 例 如 被 规 为 当代 “解放 神学 ” 先 虹 的 了 . 区 达 

[John 时 nward Toisr] 就 以 为 “在 于 贱 的 区 答 中 ,“ 属 开 上 这 的 东西 ' 通常 不 县 

指 “ 赂 灵 方 面 的 事物 ;人 恺 皂 的 床 西 电 他 覆 , 寺 市 的 东西 归 上 帝 : 这 卫星 览 指 

出 慰 些 互 柑 攻 登 或 对 详 的 要 遇 .特权 条 要 而 届 分 并 。 们 是 挑 几 的 东西 和 上 上 和 帝 

前 和 东西 井下 是 在 千 同 的 层 帅 上 ,所 以 币 会 有 冲突 ,相反 地 ,这 两 再 都 基 在 同一 - 

葛 畸 之 内。 巷 达 关联 十 政治 } ,第 4 物 如 。) 

[321 二 至 经 ， 员 马 书 》 ,第 在 间 第 了 节 。 

[和 | 上 jexRnrder 及 asaeTin 和 emireyesy Te 肌 e 丰 ea Camtriktian to Porruwt 了 Roughe mil- 

【41 上 rthnr 局 omahan ， 记 mnaety 丰 Dercit 了 :本 天 抽 征 ，Tie 卫 sciemad 站 rw 旦 Peariirmzerrtery 

Demauoracy *, 厂 Instnn and Mnpntreml: ictill-uecen R University Preae 1987 .Pp .134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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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 权力 的 分 割 . 这 种 一 元 分 割 是 白 由 主义 的 精 食 。 

一 ， 双 头 怪 物 :二 元 化 权力 体系 

基督教 不仅 将 一 种 新 的 信仰 体系 、 价 值 观念 和 生活 方式 

带 缩 西 方 社 会 , 亡 还 将 一 和 神 新 的 社团 组 织 .社会 称 序 和 权力 结 

构 艇 入 罗马 国家 以 及 后 来 的 凸 网 日 丁 曼 社会 ， 从 而 造成 了 此 

欧 社 会 的 二 元 从 化 :在 同 -- 社 会 共同 体内 ,成 长 趋 相互 平 行 的 

教 权 与 于 权 , 即 政 教 一 元 化 权力 体系 。 

1 教会 与 国家 , 教 权 与 王权 

在 现代 社会 .作为 党 教 组 织 的 教会 属于 公民 社会 领域 ,与 

作为 政治 组 织 的 国家 是 香 互 分 离 的 。 -个 国家 存在 普 多 种 教 

会 ， 作 为 一 个 国家 的 公民 并 不 意味 着 同时 是 某 一 教会 的 成 

员 。 当 代 人 在 分 析 百 代 和 中 世纪 基督 教会 与 国家 之 间 关 系 

时 ,容易 将 当代 的 教会 与 国家 观念 段 射 刘 过 去 的 时 代 , 将 教会 

与 国家 理解 为 相互 分 离 的 两 个 独立 实体 。 但 显 ， 从 基督 教 获 

得 合法 地 位 到 宗教 收 革 前 的 一 千 儿 年 里 ， 教 会 与 国家 并 不 是 

相互 分 离 的 两 个 社会 组 织 实体 。 

基督 教之 前 ,西方 人 没有 教会 与 国家 关系 的 概念 。 在 远古 的 

部 落 时 代 和 上 古 的 城邦 时 代 , 并 没有 独立 的 教会 , 教会 与 部 藩 或 

城邦 是 同一 的 ,也 就 是 说 ,部 落 或 城邦 就 是 教会 ,部 蒂 成 员 或 城邦 

公民 身份 与 宗教 团体 成 员 的 身份 是 重合 的 .“ 作 为 人 类 生活 的 最 

高 成 就 .个 人 终极 目的 的 体现 ,古代 国家 既是 同 家 ,又 昆 教 会 ”0 

111 下 | 枚 HEE 下 和 SIin 于“ 它 ntnewta 了 由 必 Pa 全 呈 MT 

普 可 泽 乒 灯 尊 全 蒿 着 大川 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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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 

hr 苏 十 烛 吉 上 和 媒 

本 生生 本 本国 - 

我 和 看 到 ,在 部 藩 时 代 末 期 和 城邦 时 代 初 期 ,所 谓 的 “ 工 "( 巴西 

玉 斯 "或 “ 勤 克 斯 ") 一 身 兼 任 三 种 角色 :他 是 军事 统帅 ,同时 从 

是 宗教 首领 { 最 高 球 司 ) ,人 驳 当 神 与 公社 之 间 的 中 介 ,郊外 ,上 自 

其 神 的 代言 人 的 身份 , 交 答 生出 最 晶 审 判 权 。 后来 , 随 在 有 碱 

邦 的 形成 , 从 王 的 复合 性 职能 中 相继 分 化 出 纯粹 的 民政 权 、 

军政 悦 和 司法 权 , 谭 原 有 的 妹 司 和 权 也 专门 化 了 。 但 社会 的 结 

构 仍 然 基 政教 一 体 的 ,没有 独立 的 教会 。 和 祭 本 的 圣 职 仅 作 为 

国家 续 履 的 -个 附属 部 分 。5] 

希腊 城邦 时 代 的 人 对 神 十 分 虚 敬 ， 但 球 司 在 国家 生活 中 

却 默默 无 于 。 和 希腊 辣 中 没有 ” 实 教 ”一 词 ,在 西方 ,宗教 " 慨 念 

源 于 拉丁 语 。 在 罗 妆 人 那 蛙 ， 娃 梧 成 为 -种 有 影山 习 的 家 

轩 体 ,但 是 祭司 只 负 直 宗教 和 佘 仪 , 服 务 于 人 民 和 国家 的 宗教 生 

活 。 多 马 人 在 有 求 于 神 的 时 候 , 会 直接 与 神 沟通 ,并 不 需 虎 紫 

司 做 桥梁 。 著 名 有 罗马 虫 学 者 壹 木曾 说 : 好 马 人 “虽然 度 诚 各 

信 ,但 都 要 遵守 -项 原则 , 即 在 这 个 国家 标本 应 毫 无 权力 ,不 

得 发 号 施 令 ,无 振 于 每 - :个 其 他 公民 ,即使 对 最 似 的 行政 官 也 

必须 唯 命 是 从 ， “13 

基 共 教会 出 现 于 网 马 帝国 ， 在 教会 与 国家 关系 上 带 来 了 

三 个 变化 :第 ,伴随 着 由 民族 宗教 向 超 民 族 或 些 民 族 条 教 的 

转变 ,出 现 了 宗教 与 特定 部 落 的 分 离 ,教会 成 员 林 再 与 部 落成 

员 的 身份 相 重 合 , 也 就 是 人 的 守 教 身份 与 世俗 身份 相 分 离 ; 第 

二 ,基督 教会 是 作为 野马 国家 机 悼 内 的 描 己 之 物 独 立 和 存在 的 ， 

[1] 慰 时 独立 的 立法 杷 和 行政 枕 还 木 存 在 ,而 此 些 重大 康 人 性 如 博 事 罪 和 宗教 单 等 . 

有 具 石 宗教 帝 兴 。 

[21 条 克 幅 开 : 十 典 时 代 的 同 家 ,其 悍 苇 之 处 在 于 它 旺 政教 侣 ”的 国家 ， 道 裤 与 

宗教 直人 和 分 , 政 苔 与 章 德 址 分 ;在 宗教 . 道 净 .政治 请 方 直 .只 有 一 个 立法 者 和 巾 

威 。 "1 阿 克 焉 了 自由 与 权 为 亲生 43 页 ，) 

131 特 民 引 密 - 时 森 :4 罗马 中 1 第 一 卷 1),， 字 乏 年 证, 商务 印 书馆 ，1994 和 后 , 第 

15E 责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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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 折 笔 尝 拜 野马 国家 的 神 只 利 拜 你 皇帝 ， 在 一 个 国家 多 种 等 

教 的 格局 下 , 产 牛 了 教会 与 国家 的 分 离 ; 第 三 , 昌 然 基督 教 起 

初 羽 仅 是 一 些 信 人 于 稣 为 引 赛 亚 的 人 的 白 由 聚会 ,但 这 潮 地 ， 

它 发 展 起 自己 一 焊 克 组 织 系 统 。 它 不 仅仅 是 一 种 纯粹 的 精神 

共同 体 , 还 是 信徒 的 共同 体积 社会 财 克 。L1U 它 以 特定 的 共同 

信人 为 基础 ,由 特定 的 成 员 ( 依 徒 ) 构 成 ,遵守 一 定 有 约束 力 的 

内 部 规则 (宗教 戒律 和 后 来 的 教会 法 1,13] 由 目 成 体系 的 层级 

式 管理 机 椅 管 理 ,并 享有 日 已 独特 的 宗教 生 杀 .礼仪 庆典 和 符 

号 象征 , 也 就 是 说 , 形成 了 独立 的 教会 。 亡 起 初 坚 守 独 立 . 拒 

绝世 俗 权 力 的 穿 透 ,后 来 更 进一步 形成 合法 的 , 从 外 部 监督 、 

制约 和 分 割 世 俗 国家 权力 的 有 组 织 的 力量 。13 

由 于 一 方面 教会 与 部 藩 和 国家 分 离 , 妇 一 方面 ,教会 形成 

独立 的 组 织 系 统 ,这 时 才 有 所 谓 教 会 与 国家 的 关系 。 然 而 ,由 

于 早期 教会 处 于 非法 状态 ， 所 以 教会 与 国家 的 分 离 内 姨 一 种 

事实 ， 并 没有 体制 化 与 合法 化 。 早 期 教会 并 不 营 望 与 国家 分 

庭 纺 礼 , 它 的 最 高 要 求 就 是 国家 不 要 干预 教会 事务 , 即 所 谓 教 

会 “ 目 由 "。 只 是 在 所 谓 的 “ 属 士 坦 丁 昔 合 "后 ,特别 是 在 基督 

教 成 为 国教 后 ， 才 造成 一 种 特殊 的 情形 ， 即 全 体 固 民 都 是 教 

徒 ,全 体 教徒 都 是 国民 。 由 此 ,教会 与 国家 在 组 织 实 体 上 又 重 

il 《新 的 ?中 将 是 期 基 冰 徒 描写 为 “上帝 王国 "的 上 成员- 这 个 概 剑 上 生 二 日 约 》 和 其 他 

狼友 友 献 中 还 设 有 过 。 【armhur P.Monshan Cansetr ，Caoercionm ，ard Im TRe 

RD ettary 有 emierraey 和 -13- 1 

[21 自 325 年 尼 西 亚 公 全 说 通 过 了 第 -部 正式 的 教会 法 后 ,教会 鲈 - 直 有 有 - 亮 系 

崇 的 祛 埋 .和 东 例 求婚 范 神 朋 人 员 利 普通 储 待 的 信仰 . 伦 形 和 宗教 牛 活 等 ， 

13] 丁克 顿 指出 :在 基督 教 以 前 , “不 站 存在 过 有 限 咏 办 . 不 稼 存在 过 相 力 胡 岩 受 

到 限制 的 国 闻 。 "哲学 家 已 经 络 政 府 设 置 了 了 - 道 形 而 上 的 权 虽 ,但 是 它们 并 

不 民 得 旭 何 把 它 变 成 为 走 评 的 屏障 "。【 阿 克 顿 :自由 权力? ,第 条 商 . ) 弄 

代 天 上 载 思想 闪 ], 马 利 垣 说 :从 基督 教 星 生 以 来 .宗教 就 聪 出 同济 之 了 :将 

畏 神 世 界 山 禁 在 内 的 竺 此 的 和 民族 的 框 于 就 告破 列 ， ”1 条， 汗 利 坦 : 妆 人 和 国 

家 》, 第 139 页 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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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统一 , 教 民 与 公民 身份 再 次 重合 。 同 一 个 社会 实体 , 既 十 教 

会 ,又 蚌 国 家 。 但 与 城邦 时 代 不 同 的 是 ,在 基督 教 获得 合法 节 

位 和 成 为 国教 的 阅 时 ,其 原 有 的 组 织 系统 也 保留 了 下 来 ,获得 

了 人 各 法 地 位 ,并 得 到 了 进一步 的 发 展 。 结 果 , 它 形成 了 与 国家 

的 玄 俗 权力 机 构 闪 列 和 吾 行 的 精神 权力 病 系 。 呈 0 

从 这 时 起 直到 宗教 改革 时 目的- - 千 多 年 时 间 里 ， 西 六 的 

教会 与 国家 的 关系 是 -个 共同 体内 两 种 权力 体系 即 世俗 权力 

和 精神 权力 的 关系 。 在 罗马 帝国 后 期 ， 是 一个 教会 与 一 个 帝 

图 的 芋 台 。 在 中 世纪 西欧 ， 虽 然 在 一 个 统一 的 大 公 载 会 或 基 

莫 教 共同 体内 并 存 着 多 个 政治 实体 , 但 是 , 在 大 们 的 观念 中 ， 

神 茎 罗马 蔽 国 代 表 着 这 个 基督 教 共 同体 在 政治 上 的 统一 。 教 

会 与 帝国 是 一 核 钱币 的 两 面 , 两 者 统一 于 - :个 共同 体内 ,但 它 

的 宁 教 权力 体系 及 其 职能 与 世俗 权力 蛋 系 及 其 职能 却 是 相互 

儿 立 的 。 也 就 是 说 ,在 一 个 共 局 体内 形成 两 个 等 级 ( 属 灵 与 局 

诗 等 级 ) 的 关系 ;一 :个 教会 内 两 个 职能 部 门 的 关 共 ;一 个 国家 

内 两 套 权 力 体 系 的 关系 。 教 会 就 是 帝国 ,两 者 外 延 上 重合 ,但 

内 部 分 化 出 两 个 相对 狐 立 的 权力 体系 。 我 们 将 这 种 情况 称 为 

教会 与 国家 的 “分 化 ”而 不 是 完全 的 “分 离 ”, 它 是 同一 政治 体 

两 种 功能 的 苍 化 而 不 是 从 中 分 离 出 商 个 政和 治 实体 。 避 1 

加 是 说 ,这 时 期 的 政教 关系 并 非 师 个 社会 共 问 蛋 的 关系 ， 

而 是 同一 共同 体内 两 种 权力 体系 的 关系 , 即 在 教士 与 俗人 、 属 

更 等 级 与 属 世 等 级 . 圣 职 与 作 职 、 主 教 ( 教 皇 ) 与 国 工 (+ 皇帝 )、 

精神 权力 与 世俗 权力 、 教 权 与 王权 分 化 的 基础 上 形成 的 二 元 

四 上 上 于 上 L 了 本 - 硬 业 一 有 二 日 “一 口 一 

三 -如 巴 

[1 非特 烈 : 华 特 金 斯 说 :“" 追 寡 先 临 . 贤 马 帝国 下 得 不 承认 基督 教 为 官方 逐 加 ,十 

代 政 治之 蓝 产 斌 于 昭 扑 于 世 。 " (非特 烈 ， 华 特 售 斯 地 西 方 政 物 传统 一 一 : 近 柜 自 

由 主 实 之 洽 展 ?第 21 殉 。，) 

[21 当代 社会 学 家 T. 四 木 斯 对 "个 化 "和 和" 分离" 作出 了 区 分 .1 大 见 T. 帕 森 斯 坟 现 慌 

社会 的 结 掏 与 过 程 》. 座 癌 了 阴谋. 光明 日 报 出 版 社 ,1968 年 .第 349 画 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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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 。 教 权 与 王权 是 连 悚 的 双关 唐 , 因 为 其 一 元 分 化 ,产生 相 

互 的 竞争 、 麻 控 和 师 杀 ; 由 于 其 共生 于 同一 共同 悼 , 所 以 便 相 

互 依 存 ,相互 纠结 ,相互 淆 透 , 难 解 难 分 。 

宙 世 纪 的 神学 家 们 也 是 这 样 理解 政教 关系 的 .如 829 年 

主教 们 在 引用 格拉 修 斯 一 世 时 加 上 前 理 指 出 :“ 上 帝 的 教会 

的 神圣 颈 体 首先 在 两 个 高 贵 的 人 之 加 分 开 : 即 主 教 和 宇 

帝 。 筑 林 斯 的 天 那 斯 (Jonas of Dreans) 把 这 个 思想 表达 得 更 

清楚 。 他 指出 , 普 世 教会 是 基督 的 颈 体 ,基督 是 这 个 颈 体 的 

妆 * 在 这 个 驱 体 中 .有 两 个 首要 的 掌权 者 , 即 教 士 和 国王 -1 

格拉 收 斯 认为 这 两 个 权 感 并 存在 于 世上 ，, 而 9 寺 纪 的 主教 们 

和 乔 那 斯 将 其 理解 为 并 仓 于 教会 内 。 如 ]. 莫 罗 指 出 的 ,政教 

之 争 的 所 有 各 方 都 感觉 到 , “这 是 关于 统一 的 基督 教 社会 的 

政府 之 争 ”。 [这 个 认识 对 于 理解 那个 时 代 的 政教 关系 及 其 

理论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。 

研究 中 世纪 政治 思想 史 的 先驱 0. 吉尔 克 将 教会 与 国家 

解释 为 并 存 于 一 个 共同 体内 的 两 种 组 织 秩 序 。 他 指出 ， 在 中 

世纪 ,教会 和 国家 是 统 --- 的 。 上 帝 作 为 钨 对 的 一 , 先 于 和 高 于 

所 有 的 世界 的 多 元 性 ， 是 每 一 存在 的 惟 -源泉 和 日 的 。 允 

(man7ynesej) 统一 于 一 (onenessj 大 类 是 -个 整体 ,由 上 这 主宰 |， 

大 公教 会 是 一 个 整体 ,其 领 拖 是 基督 。 共 同体 需要 : 套 法 律 ， 

一 个 政府 .但 在 人 类 共同 蛋 肉 .生活 的 两 种 组 织 秩序 一 一 世俗 

的 和 精神 的 一 一 作为 上 帝 的 教导 钾 中 世纪 所 接受 。 这 两 个 组 

织 秩序 的 每 一 个 都 有 有 具 已 的 在 外 在 方面 分 立 的 王国 ， 自 己 独 

特 的 法 律 ,并 和 电 日 已 独立 的 政府 来 管理 。131 

[See Carlyle 是 wory 于 于 From Paineai 站 aeorr Vol. ,PP.25s. 

[21 Japn 息 . 网 orral olitpeal 了 Ron 避 eaieral 五 mues .Mew Turk :Tilarper 上 Rrott- 

Era 1] 95 号，P ,29 . 

[和 Gate Cisrdke Poetic Fearier y He 时 Ed dwr pp. 3 一 13， 

一 下 - 

但 于吉 Fr 煌 莹 吾 训 于 其 川 部 

Prkhm 和 有色 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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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某 欠 六 用 中 世纪 教会 法 学 雪 的 说 法 ， 将 问题 曾 述 得 喝 

为 明确 。 他 认为 :在 中 世纪 ,存在 着 一 个 共同 二 ,两 部 分 人 民 ， 

两 种 生活 样式 ,两 个 权 感 ,两 台 司 法 。 共 同人 Keommonmwealihy 即 

教会 ;两 部 分 人 民 是 教会 内 两 个 等 级 , 即 教士 和 俗人 ;丙种 牛 

流 样 式 是 精神 的 和 上 府 体 的 :两 种 权 感 是 教 权 和 王权 ;两 家 司 法 

是 神 法 和 人 和 人 法。 给 每 : 方 应 得 的 ,事情 就 会 达成 和 谐 。1| 

如 有 梁 放 吉尔 克 和 卡莱尔 强调 了 基督 教 共同 体内 的 二 

元 分 雍 ， 那 么 上 晚近 的 学 埠 柚 .马尔 友 则 进一步 明确 指 山 ， 

所 谓 教 会 与 国家 的 冲突 在 中 世纪 并 不 存在 , 它 只 有 教 权 与 

王权 的 冲 罕 。 他 说 ;在 马 帝国 末期 和 中 扯 纪 早期 .关键 

的 社会 区 分 是 教会 成 员 分 为 教士 和 平 信 徒 两 个 等 线 。 如 果 

认为 教会 记 指 教 土 是 非常 错误 的 ,因为 它 包 插 两 者 。 二 者 

的 关系 是 中 世纪 实质 性 问题 。. 教 士 写 半 依 徒 的 关系 最 终归 

结 为 主教 与 国王 的 关系 , 其 焦点 是 教 各 (priesthoodl 与 王权 

《kingship ) 的 关系 。 ”121 根据 这 个 认识 , 乌 尔 曼 认 为 ,大 们 老 

生 常 谈 的 中 世纪 教会 与 国家 间 的 冲 宽 是 没有 历史 感 的 观 

点 "那里 发 生 的 “只 是 教 权 与 王权 的 冲 宽 ,这 个 冲 党 发 生 在 

一 个 共 同 体内 , 在 一 个 和 同一 个 基督 教 社会 内 ， 而 非 两 个 

自主 和 独立 的 共 何 体 之 阿 , 妈 教会 与 国家 之 全 。 ”13] 

本 . 莫 罗 人 J.B,Morrlly 的 认识 与 忆 尔 曼 接 近 。 他 在 谈 到 馆 

任 权 之 争 时 指出 :“ 一 般 所 说 的 教会 与 国家 的 冲 罕 是 一 个 误 

区 。 现 代 意 区 上 的 教会 与 国家 的 关系 ， 即 在 两 个 相互 分 离 目 

标 有 唱 的 团体 则 的 紧张 关系 ,在 1 世纪 述 不 存在 。 冲 突 性 人 守 

说 是 在 同一 个 社会 中 两 个 部 门 (branch) 间 的 冲 窗 .。 [LUE. 沃 格 

[1] Caryle. 4 irrory or eeradl Poliroey Theory ,Vol R .pp.395. 

[2 而.,UUHnatn 村 e 玫 cy Poor 了 Ra -7， 

[31 ipid ,pg， 

14] Jeohn 了 .Morroll , 普 mice Tougier 时 edienau Ties .Ph -28， 



林 {Erie Voeglin) 也 认为 ,将 基督 教 罗 马 时 代 利 神圣 轴 马 帝国 

时 代 的 世俗 权力 理解 为 现代 意义 上 的 政治 权力 是 错误 

的 。 邮 时 的 世俗 权力 是 指 皇 帝 的 权力 ,而 皇帝 权力 是 具有 

查理 斯 玛 性 质 的 权 方 ,并非 纯粹 的 政党 权力 。10 

上 述 上 几 伺 学 者 的 共同 一 点 是 确认 ， 在 遇 马 帝国 后 期 和 中 

世纪 西欧 ,基督 教 共同 体 与 世俗 政治 共同 体 是 同一 的 ,所 谓 政 

教 间 的 分 化 和 冲 罕 都 发 生 在 这 个 共同 体 的 内 部 。 

的 确 , 这 个 时 代 被 基督 教学 着 称 为 “神圣 时 代 ” ,罗马 帝国 

和 中 世纪 的 日 耳 楷 国家 都 因为 接纳 了 基督 教 从 而 使 内 已 神 蔡 

化 了 。 对 轴 马 人 来 说 ,帝国 就 是 教会 。 对 中 世纪 西 哆 人 来 说 ， 

昌 然 世俗 国家 是 分 裂 的 ,但 教会 代表 着 西欧 社会 的 锭 - ,他们 

称 之 为 “基督 教 王国 ”(Chriatian Commonwealth)。 无 论 在 哪里 ， 

信徒 们 崇拜 同一 上 帝 ,信奉 则 -一 部 圣 典 ,服从 以 罗马 教学 为 首 

脑 的 教会 权力 , 遵守 问 -… 套 教会 法 , 参加 相同 的 苏 撒 ,举行 相 

同 的 仪式 ， 怀 着 共同 的 得 救 信 仰 和 希望 。 普 世 主 义 是 基督 部 

信仰 的 一 部 分 , 它 带 米 一 个 无 所 不 包 .无 远 砷 届 的 音 志 大 公教 

会 的 概念 。 

生活 在 43 世纪 未 14 此 纪 初 的 网 马 的 吉尔 斯 【Giles of 

Rome} 属于 极 冰 教 权 洪 。 他 在 论述 教 权 商 于 俗 权 时 , 共 提 出 的 

主要 理由 之 -， 是 教 权 比 俗 权 更 具 普 记性 。 因 为 教会 称 为 

“eatholic”, 邯 普遍 的 -. 他 阐述 了 说 ,eatholic" 在 希腊 文中 意 为“ 普 

世 的 ”我们 必须 信仰 神圣 天 公教 会 ,如 果 不 信 仰 教会 是 普 世 

的 和 昼 圣 的 , 就 不 是 真正 的 信徒 ”。 但 “如 果 这 一 权力 不 是 无 

一 例外 地 高 于 所 有 的 人 , 它 就 不 是 普 世 的 "。 另 方面 , 国家 

却 不 具有 普 志 性 。 由 于 教士 并 不 爱 世 俗 权力 管辖 ,所 以 * 世 俗 

[1] 下 mi Yonglin， 有 Pory 吕 PoFmradl Teas YI， ， 了 ee Faser id de Colummhia 

amd London Univarsily wuf Mibauuri Prnesa ， 1998， PPp .0 一 和 1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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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 纤 世 王 灿 动 上 用 

进 友 有 

rau] 玫 兽 h- 和 AP 由 中 

天 二 

权力 是 特殊 的 .不 具有 吉 于 所 有 人 的 权力 "。I 吉 尔 斯 的 目的 
是 为 教 权 至 上 提供 根据 ， 查 他 却 清楚 地 表达 了 普 世 主义 的 信 
侧 。 根 据 这 种 信 仲 ， 基 上 沁 教 是 不 能 接受 作为 独立 社会 实体 的 
教会 与 国家 之 问 的 二 元 分 离 的 。fa] 

所 以 ， 当 人 和 们 论 及 在 君 寸 坦 本 到 宗教 改革 期 间 教 会 与 国 
家 的 关系 时 , 必须 记 住 , 那 共 是 一 个 共同 体内 的 顺 个 方面 、 丙 
种 性 质 或 两 种 职能 的 关系 ,是 这 个 共 阿 体 作为 政治 共同 体 ( 国 
家 ) 的 一 面 与 作为 宗教 其 同体 的 一 面 (教会 ) 之 间 的 关系 。 艾 
拜 因 在 谈 到 中 世纪 案 教 权力 与 世俗 权力 关系 思想 时 指出 ， 在 
这 些 思想 里 ,“ 既 无 更 代 意 义 上 的 教会 , 也 无 现代 意义 二 的 国 
家 。 丰 存在 由 一 批 人 组 成 的 国家 和 由 另 一 批 人 组 成 的 教会 ， 
因为 所 有 的 人 都 包括 在 二 者 之 中 "。1al 

在 这 期 间 , 人 们 ! 看 到 的 冲突 主要 发 生 在 教 癌 与 单 帝 .主教 
与 国王 之 问 。 在 人 们 的 观念 中 , 很 自然 地 认为 教皇 (或 主教 ) 
代表 教会 ,皇帝 1 或 国王 ) 代 表 国 家 ,但 这 样 的 理解 会 使 人 误 人 
歧途 。 

首先 , 教皇 或 主教 们 在 纯粹 宗教 事务 中 , 无 疑 代 表 教 会 ， 
这 也 是 他 们 的 自我 主张 。 但 是 当 他 们 与 斌 帝 或 国王 发 生 冲突 
时 ,他们 除了 代表 社会 共同 体 的 宗教 职能 外 ,主要 代表 著 按 孝 
阶 帅 组 织 起 来 的 教士 团体 以 及 由 它 掌 握 的 教 权 。 我 们 将 包括 
所 有 信徒 的 作为 宗教 共同 体 的 教会 称 为 广义 的 教会 ， 而 与 之 
相对 的 校 教 阶 制 组 织 起 来 的 教士 团体 则 是 狭义 的 教会 。 广 义 
的 教会 与 国家 是 重合 的 ， 狭 义 的 教会 则 是 在 国家 或 教会 内 分 

[il  Giha 串 Rome， fm Frrperinrrenal ouer。 in RaIPh Lerner and NMuhsin Mahdi， 

如 夺 -和 er 下 En 并 用 下 ng 有 册 汪 DEEP ,3 397 ， 

[2z] 这 种 范 亢 在 宗教 改革 后 出 更 ,并 非 出 于 起 督 教 信 仙 ,而 基 在 和 料 定 的 监 注 和 和 宗 

都 形势 下 所 作出 的 丰 得 已 的 选择 

[3] 乔 入 :了 椭 基因 以 政 簿 学 说 中 3 了) ,第 271 上 页 。 



此 出 来 的 相对 独立 的 权力 二 系 。01 当 我 们 将 教会 与 国家 相对 

竺 时, 指 的 是 狭义 上 的 教会 。 

在 我 们 看 到 的 材料 中 , 当代 学 者 本 族 宁 明确 地 区 分 了 下 

种 教会 福 念 。 他 阐述 说 : 实际 存在 和 普 两 种 意 闵 的 教会 :“ 基 督 

数 帝 国 本 身 在 基督 徒 共 阿 体 的 意 六 上 被 理解 为 教会 

{ekureh) 。 在 这 个 共 闻 体 里 , 皇帝 作为 上 帝 的 代理 人 , 是 地 上 

的 领袖 。…… 可 在 狱 义 上 ， 教 会 被 理解 为 按 教 阶 制 组 织 起 米 

的 教 土 拷 体 {eecelesiastical body) “和 伍 认为 ,所 请 政教 英 系 主要 

是 皇帝 与 这 个 狱 葡 的 教会 的 关 秒 。[21“ 由 于 教主 与 平 信徒 间 

的 区 分 ， 世 次 统治 者 与 作为 钝 粹 教士 团体 的 教会 间 的 美 系 在 

西方 中 世纪 政治 思想 中 点 有 中 心 位 置 。 ”531 

其 次 ,在 罗马 融 国 时 期 , 皇帝 无 脆 代 表 着 国家 , 但 是 在 中 

世纪 大 部 分 时 间 里 .现代 意义 上 的 国家 还 没有 形成 ,国家 概念 

也 不 存在 于 政党 若 学 中 。 

对 于 这 一 点 ,学 者 们 的 认识 是 非常 一 致 的 。 

杰 - 马尔 昌 指 出 ,作为 独立 的 、 自 足 的 .自主 的 公民 团体 ， 

有 上 妆 已 的 实体 和 法 律 基 础 的 国家 概念 ,其 13 世纪 作 汶 亚 里 士 

多 德 的 影响 的 结果 才 出 现 的 。 此 前 ， 王国 和 帝国 者 作为 更 大 

单位 的 一 部 分 , 即 整 个 基督 教 共 间 体 的 一 部 分 , 而 非 个 体 的 、 

自足 的 .自主 的 .共有 最 高 主权 的 政治 实体 。 在 1 世纪 以 前 ， 

“ 政 浴 的 ” 概 您 地 没 进 人 政府 和 作家 的 词汇 表 ， 他 信和 伍 用 “ 政 

府 " 而 非 *“ 国 家 "和 ”政治 的 "概念 。14] 

B. 特 尔 纳 (Brian Tiemey) 认为 ，11 世纪 的 竹 任 权 冲 罕 

要 于 和 赴 Fr 灯 营 开 种 于 贡 | 上川 请 -= 一- 

[1 于 胡 翘 学 者 中 .有 的 人 【和 旬 马 西 上 ? 认 为 救 会 许 不 是 由 在 何 特别 悉 立 寺 的 科 师 

改 感 ,而 基 由 倍 蛋 基 芭 人 待 构 碟 ,， 其 目的 有 旺 将 认 获 区 的 载 全 的 竹 立 性 和 与 干 要 

分 许 抗 札 的 权力 。 

[2] “JUanning,4 Airtory 圳 Medienaf Politiral Tougi .300 一 1450,p 12. 
L3] jibhid .pp .25 -3 

[4] 本 Rlter Ullmano ,时 ecirrnal Peiear TH pb 1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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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很 难说 是 教会 与 国家 了 间 的 冲 罕 。 因 为 , 那 时 还 不 存在 真正 

的 围 家 观念 , 即 作 为 行使 最 高 立法 权 、 收 税 权 以 及 执行 根据 

理性 的 法 学 体系 制定 的 久 一 法 律 的 公共 权威 的 观 念 "直到 

1300 年 , 情况 才 发 生根 本 的 改变 。 尝 12 世纪 六 马 法 复兴 以 

县 13 世纪 王 里 十 雪 德 的 再 党 现 的 影响 , 国家 概念 才 昌 新 出 

现在 西方 思想 界 。011 布 末 斯 也 认为 与 以 前 和 以 后 的 时 期 

相 比 .中 世纪 实质 上 不 是 政治 的 -。………- 封建 主 芝 9 一 个 

社会 的 和 法 律 的 体系 ， 只 是 间接 地 而 且 通 过 局 果 才 咸 为 政 

治 的 制度 。 "52] 

国家 观念 的 出 现 ， 构 成 人 们 认识 政教 关系 的 新 的 基 

点 =- 这 一 点 我 们 可 以 马 西 略为 例 。 在 冯 西 略 那里 ,国家 本 身 

即 是 目的 , 它 有 自己 的 价值 ,不 能 因 和 承担 神 合 击 有 所 担 丙 。 

这 样 一 来 .他 就 形成 了 -个 新 的 观念 : "公民 的 集合 "被 假 冠 

为 只 有 充分 的 自主 性 。 以往 信徒 的 集 台 证 位 给 世 性 的 .地 上 

的 公民 团体 , 即 轩 家 ,作为 基于 和 外 己 的 法 律 和 自己 内 在 林原 

的 惟 - -的 会 共 组 织 , 它 是 日 铬 自足 的 和 完美 的 。 国 家 兵 是 由 

会 民 焕 成 ,与 基 是 否 基 叔 徒 范 关 , 国家 的 构成 要 素 是 单纯 而 

简单 的 公民 。 负 前, 基督 徒 的 概念 包括 从 人 和 教 芋 , 他 们 的 

结 台 组 成 了 教会 ， 但 是 教 土 插 他 们 特殊 的 品质 诀 定 了 它 的 

性 质 。 现 在 公民 概念 也 包 搬 教士 和 俗人 ,但 是 作为 公民 , 他 

们 在 职责 上 没有 区别 ,各 自 都 有 同样 的 地位, 每 个 公民 都 有 

贺 样 的 价值 ,在 品质 上 没有 区 有 别 。[31 这 种 甘于 国家 自主 性 和 

梅 成 的 单一 性 、 世 俗 性 的 认识 , 意 上 着 国家 妆 念 开始 形成 ， 

[ti RanTierney -ed ,Te Trisas tenrch 吕 State，70350 一 站 3 人吉 器 Seefed 站 aeummenty ， 

P. 了 之。 

[21 香 婚 斯 布 束 斯 东 神 半 轴 下 帝国 .第 89 一 81 页 。 但 布 町 斯 关于 中 世纪 是 " 芦 政 

治 的 "说 法 在 当代 学 者 中 已 不 世 有 市 场 。 (Se 已.Vocgelin ,Nmhory 中 Poriiral Tadeers ， 

世 .Te idie ed 14dHimar 

{31 See 而 Blter 苛 mann ieaenar Podiical oagii pp-206 一 207， 



也 打开 了 通 四 近代 国家 与 教会 分 离 的 道路 -. 不 过 ,这 已 经 是 

中 世纪 晚期 的 事 了 。 

所 以 , 在 我 们 所 论述 的 政教 关系 的 这 个 历史 时 期 , 即 从 

者 十 坦 本 到 宗教 改革 前 这 段 时 间 ， 争 学 和 斗争 的 双方 都 没 

有 静 代 的 国家 与 教会 关系 的 观 售 。[I0 这 个 历史 时 期 的 人 谈 

论 的 不 是 教会 与 国家 关系 ,而 是 精神 权力 (spiritual bower) 与 

世俗 权力 (temporal bower)j 的 关系 , 教 权 (ecciesiastical power) 

与 皇 ( 王 1) 概 (imperal bower) 的 关系 - 由 于 两 种 权力 的 代表 是 

教 旦 (或 主教 ) 与 旦 帝 { 或 国王 ). 所 以 其 直接 表 开 就 是 教皇 

(或 主教 ) 与 皇帝 ( 同 王 ) 的 关系 。 当然 ,王权 并 非 纯 粹 的 世俗 

权力 ,而 教 权 也 并 非 纯 粹 的 精神 权力 。 教 权 有 很 大 的 世俗 权 

力 ， 王权 具有 神圣 性 并 且 也 有 和 干 祯 和 影响 精神 事务 的 权 

力 -。 它们 只 是 分 别 以 这 丙种 权力 为 特征 ,并 分 别 代 表 这 两 种 

权力 。 政 教 冲 罕 发 生 在 负责 宗教 事务 的 统治 者 与 负责 世俗 

事务 的 统治 者 之 间 ， 也 就 是 在 狭 义 的 教会 与 世俗 政府 之 

间 。f121 

11 一 13 世纪 的 “教皇 革命 " 撕 开 了 教会 与 国家 的 连 体 ， 

从 而 打开 了 使 教会 成 为 教会 、 国 家 成 为 国家 的 大 门 。 哈 足 

德 .J 伯 和 尔 曼 指出 :“ 教 皇 革 命 ” 造成 了 “教会 政治 体 与 世 

俗 政 桶 的 急剧 截然 分 离 ",“ 使 一 个 独立 的 、 自 主 的 教会 国 

家 和 一 个 独立 的 、 自 主 的 教会 法 体系 首次 形成 。 与 此 同 

[1] 19 世纪 学 者 负 斯 当 苞 说 :宗教 和 国 窜 基 两 个 帘 然 不同 , 率 林 由 干 的 事物 ， 

把 它们 柄 沼 一体 只 能 司 两 者 都 失去 自 稚 属 性 。” (页 斯 当 : 《古代 人 的 目 由 与 

再 代 大 的 自由 ,第 198 下 他 老 达 的 只 是 近代 现 售 ,而 在 十 代 和 中 划 褒 的 大 

部 他 时间 里 ,宗教 与 国家 就 是 柄 为 一 蛋 的 。 

[21 哇 守 乱 :本 伯 钦 部 指出 :在 教皇 节 合 前 ,人 个 不 是 从 地 域 性 后 而 县 从 功能 性 

质 上 理解 酒 于 的 政治 蛋 ,也 就 是 说 ,“ 考 赛 君 王 的 权 力 利 肌 再 ,依照 的 是 - 

个 领主 与 他 的 封 臣 .一 个 主子 与 他 的 仆人 或 一 个 束 士 与 他 管辖 的 教徒 的 类 

生 ……' 而 外 考虑 其 芒 治 体 作 为 附属 于 一 定 的 地 城 .-- 定 的 国家 的 上 们 的 此 问 

体 的 特性 "。( 哈 祝 .1 伯 尔 昌 : 交 法 律 与 革命 #, 第 340 一 341 页 。) 

目 号 下 Jie 本 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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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， 它 也 使 各 种 不 具有 教会 职能 的 政治 实体 和 各 种 非 教 会 

的 法 律 秩序 首次 形 碟 。”“ 只 有 在 教皇 革命 把 西方 区 分 为 教 

会 政治 恒 和 世俗 政治 体 之 后 ， 西 方 的 思想 家 们 才 上 可 能 把 

世俗 共同 址 想像 为 一 种 实体 - ” 呈 1 在 以 叙 任 权 为 中 心 的 政 

教 冲 罕 中 ， 教 权 派 竭力 祛除 世俗 权威 的 神圣 性 和 精神 性 ， 

剔除 其 条 教 职 能 ， 他 们 将 非 数 会 的 政治 实体 称 为 “现世 的 ” 

(时 和 间 上 有 限 的 ) 或 “ 世 傣 的 所 全 世 的 )。 而 王权 泊 也 削 去 了 

教会 隐 部 分 世俗 性 职能 ， 重 其 成 为 纯洁 教 性 组 织 。 当 然 ， 

这 还 不 是 近代 意义 上 的 教会 与 国家 分 离 ，!31 因 为 这 时 还 

不 人 存在 嘉 正 意义 上 的 世俗 国家 .并且 , 教 权 与 王权 在 很 大 程 

麻 了 仍然 是 诡 受 的。!031 作为 教 旺 划 合影 响 的 后 果 之 一 ， 

44 世纪 始 ,世俗 的 主权 国家 兴起 , 与 教 权 较 量 的 不 再 限 寺 世 

俗 王 棚 ( 政 府 ) ,而 是 民族 国家 本 身 。141 到 16 地 纪 和 宗教 改革 

后 ,统一 的 大 公教 会 解 司 ,这 时 才 有 了 现代 意义 的 教会 与 国 

家 间 的 关系 。 

(ti 哈 罗 季 . 术 任 尔 本 了 靶 律 与 华南 ,第 642.331.350 血 。 

12] 中 世纪 的 精神 权 方 与 性 惨 槐 力 的 季 页 【Sebaration 地 Spintnal amdl Temperal 

Powera“ 即 格 拉 上 斯 原 刚 与 近 牧 的 政 融 分 商 是 不 同 的 : (1 入 者 仿 头 认 世 人 必 

权力 的 神圣 性 .后 者 下 斌 国家 的 神圣 性 :2 前 者 仍 要 椭 两 种 权力 台 必 , 相 匡 

支持 .承认 两 者 相互 次 透 和 效 又 的 台 法 性 ， 后 者 排 除 国 家 对 宗教 事务 的 干 

预 . 要 求 琶 府 对 各 种 宗教 保持 中 立 , 也 排除 教会 对 政 孙 事务 的 上 制 性 二 参 ， 

131 前 梢 司 教 会 享有 商 于 世 殿 权力 的 精神 权威 和 道德 析 三 , 依 教 倪 旗 春 判 政 

府 和 统 尘 者 的 行为 ,后 考 型 求教 会 这 作为 公民 社会 的 :部 分 .一 个 普通 的 社 

困 组 铝 , 在 国家 法 律 的 抠 间 内 表达 和 白 己 的 利益 和 监督 政府 1 14) 前 者 使 教会 

荃 断 精神 权力 布 深 载 事务 ,后 者 将 宗教 往届 宙 为 公民 的 个 人 权利 和 自由 , 宗 

救 完 和合 县 科 人 素 关 , 焉 府 无 可 干枯 。 

[31 有 关 这 个 时 期 束 教 关系 与 近代 政教 分 离 之 间 的 区 别 ， 驮 见 脐 罗 德 本. 售 外 

章法 律 与 革命 .第 1397 一 138 而 。 

[4] 13 世 如 未 二 比 纪 初 发 生 在 瘟 皇 上 足 娃 斯 上 世 与 嘎 王 菲 利 策 过 问 的 冲 变 ， 

是 中 世 引 第 一 次 可 以 称 得 上 县 和 部 会 与 国家 间 丰 民族 【国家 ] 直 所 问题 工 的 冲 

训 - 这 时 .民族 固 家 的 性 识 已 经 册 现 并 成 为 王权 房价 标的 力量 ,而 教皇 摆 取 普 

志 最 商 权 力 地 亿 的 眠 求 阳 达到 着 点 、 



2 二 元 化 权力 体系 的 形成 

基督 教会 的 内 部 结 柳 及 其 与 国家 的 关系 基 独 特 的 。 教 会 

具有 系统 严密 的 组 织 形式 和 权力 体系 .在 罗马 帝国 时 代 ， 它 

人 擎 仿 关 国 的 集权 式 的 行政 体系 ， 建 立 起 自己 完整 的 与 世俗 国 

家 权力 体系 平行 和 和 并列 的 权力 结构， 发 展 成 为 与 攻 俗 帝国 相 

估 幅 傍 的 另 一 个 宗教 帝国 。 人 在 西 罗 马 帝 国 昨 火 后 ， 救 会 体系 

完整 地 保存 下 来 ， 并 在 西欧 多 元 国家 的 格局 下 ， 形 成 同 中 之 

国 .国外 之 国 、 国 上 之 国 。 基 督 教 会 自 形成 之 日 起 , 不 论处 于 

何 种 条 任 下 , 它 始 终 不 渝 的 目标 , 是 争取 和 扩大 它 的 和 骨 由 ( 邑 

独立 ) ,尽管 孝 会 对 自 出 的 洱 义 在 不 同时 找 作 出 不 同 的 诠释 。 

一代 代 教会 领袖 和 信徒 为 维护 和 扩张 教会 的 权力 与 其 众 统治 

者 进行 了 不 屈 不 挠 的 争夺 ， 使 它 从 人 类 的 社会 生活 中 搜 取 了 

一 欣 格 对 独立 的 领地 (上帝 的 物 ) ,不 许 世 俗 权力 染 指 。 同 时 ， 

只 村 有 可 能 ， 它 恒 力 图 对 世俗 统治 者 行使 精神 监督 权 和 当 教 

管辖 权 。 没 有 教会 独特 的 权力 结构 、 强 烈 的 独立 要 求 及 其 获 

得 的 成 功 ， 就 不 会 有 赋 子 西方 政治 文化 以 个 性 特征 的 政教 二 

元 化 权力 体系 。 

教会 权力 的 增长 以 及 政教 二 元 化 权力 体系 的 形成 ， 经 过 

了 几 个 关键 的 步骤 : 

(全 时 期 基督 教 形成 了 独立 于 国家 的 教会 组 织 , 它 所 处 的 非 

法 地 位 和 受 人 迫害 的 经 历 反弹 出 强 殖 的 精神 生活 独立 的 要 求 。 

基督 教会 起 初 仅 仅 是 一 些 信 仲 耶稣 为 弥 赛 亚 的 人 的 自 

由 聚会 ， 教 徒 们 以 信仰 为 纽带 结 成 的 社区 仿佛 是 贡 布 于 异 

教 罗马 帝国 的 海洋 中 的 封闭 的 岛屿 。 教 会 组 织 比 较 松 散 ,但 

它 全 面 负 责 信 徒 的 宗教 生活 。 关 于 彼岸 世界 的 信念 以 及 区 

分 已 皇 之 物 与 上 帝 之 物 的 教义 ,在 基督教 信仰 体系 中 植 下 

且 J 一 一 mm 王立 号 TD 王 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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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区 互 - 丁 重 

了 造成 后 世 二 元 化 权力 体系 的 思想 胚 种 ， 拭 绝 举 拜 罗马 国 
家 的 神 只 和 妹 拜 皇帝 的 宗教 态度 和 行为 ， 使 它 在 组织 上 与 
罗马 国家 处 于 对 立 和 分 离 状 态 。 罗 马 国家 旧 从 外 面 摧 妨 它 ， 
但 并 不 想 通过 内 部 于 顶 改 造 它 。 面 对 罗马 国家 的 迫害 ,教会 
的 最 高 愿望 是 得 到 宽容 ， 坚 持 售 徒 的 内 在 信仰 不 能 屈从 于 
国家 的 外 在 权威 。 政 府 的 追 害 反弹 出 基督 仁 更 强烈 的 精神 
独立 的 要 求 , 从 这 时 起, 宗教 事务 不 受 国 家 干巴 的 信仰 就 深 
植 于 基督 教 传统 中 。 受 追 害 的 经 历 也 增强 了 教会 的 内 聚 力 ， 
教会 虽然 是 自发 的 和 自由 的 ， 却 在 内 部 形成 了 较 强 的 组 织 
和 纪律 - 著名 史学 家 爱德华 . 吉本 将 "基督 教 世 界 的 内 部 团 
结 利 纪律 一 - 它 在 罗马 帝国 的 中 心 逐 渐 形 成 一 个 独立 的 日 
益 壮 大 的 国家 "， 视 为 早期 基督 教 得 审 发 展 的 五 大 原因 之 
-10 可 以 说 ,早期 教会 已 经 为 后 来 它 获 得 与 国家 抗衡 的 独 
立地 位 打 F 了 基础 。 

(2)“ 米 兰 救 令 " 使 基督 教 获得 合法 地 位 , 随 着 罗 蕊 帝国 的 
基督 教化 ， 它 闵 成 为 帝国 的 国教 。 这 使 教会 一 方面 能 够 学 捍 
或 利用 官方 的 强制 性 权力 , 另 一 方面 摹仿 罗马 困 家 ,建立 起 集 
权 式 的 教会 组 织 。 

随 着 基督 教 到 得 合法 地 位 甚至 国教 的 地 位 ， 教 会 开始 与 
世俗 政府 合演 。 帝 国 变 为 基督 教 的 ,而 基督 教 也 变 成 皇帝 的 。 
教会 以 其 精神 权力 支持 政府 ， 政 府 则 以 物质 权力 支持 教会 。 
从 这 时 起 ,教会 由 民间 组 织 变 为 官方 组 织 , 它 不 再 是 纯粹 的 宗 
教 组 织 , 它 还 掌 手 了 了 附加 的 权力 和 法 律 的 手段 .能够 像 政 府 组 
织 般 地 进行 活动 。 

教会 与 国家 关系 的 这 种 状态 可 以 向 两 个 方向 发 展 : 一 是 
实现 教会 对 国家 的 绝对 控制 ,建立 -个 完全 的 神权 国家 ,由 教 

[1 爱 褐 华 :家 本 以 罗马 帝国 误 亡 史上 1 第 235 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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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 吞 设 王权 ;二 是 由 王 术 ( 星 权 } 同时 控制 宋 教 事务 各 臣民 的 

精神 生活 ,建立 世人 稚 的 枢 国家 ,由 王权 统治 教 权 。 拓 为 帝 国 

踏 上 了 第 二 条 道路 。 教 会 事实 上 成 为 帝国 负责 宗教 事务 的 一 

个 部 门 , 苦 帝 对 教会 事务 享有 最 高 权威 。 不 过 . 旺 帝 对 教会 的 

权力 不 是 无 队 的 ， 教 会 方面 也 在 极力 维护 其 独立 井 力 图 扩充 

其 权力 。 早 期 教会 关于 尝 教 事务 独立 的 思想 被 教会 的 领袖 们 ] 

鸡 强 地 坚持 下 来 , 他 们 上 霸 求 载 会 对 所 有 信德 《包括 明帝 ) 在 未 

教 方面 的 管辖 相 ,排斥 世俗 政权 的 干预 ,这 使 罗 蕊 之 国 在 第 一 

条 道路 上 走 不 了 多 远 , 没 能 建立 起 世俗 的 极权 统治 。 

在 罗马 帝国 后 期 , 教会 虽然 从 总 体 上 从 属于 呈 权 , 但 也 并 

不 是 由 皇帝 任意 摆布 的 驯服 工具 ， 早 期 教会 领袖 机 神学 冢 作 ] 

管 不屈不挠 地 努力 ,争取 教会 在 军 教 事务 方面 的 独 之 和 自治。 

在 这 方面 最 著名 的 荐 米兰 主教 和 教父 安 布 洛斯 。 他 明确 地 宣 

布 ,教会 首领 对 所 有 的 基督 徒 前 有 管辖 权 , 皇 帝 作 为 一 个 基督 

徒 ， 也 和 其 他 基督 徒 一 样 ， 是 教会 前 儿 于 ， 需 服从 教会 的 法 

规 。 他 “在 教会 之 中 ,而 不 是 在 教会 之 上 "。 在 给 皇帝 的 信 中 ， 

他 大 有 蛆 申 言 : 在 信仰 问题 上 “主教 通 和 常 是 信奉 基督 教 的 皇帝 

的 法 官 ,皇帝 却 丰 是 主教 的 法 官 ”。 他 不 仅 在 理论 上 把 宗教 事 

务 和 信 御 癌 题 划 归 主 教 权力 范围 ， 而 且 在 实 艾 中 坚持 履行 这 

一 原则 ,抵制 皇权 的 侵犯 。 一 次 ,他 拒绝 皇帝 的 命令 交 出 一 所 

教堂 。 他 声称 ,如果 皇 帝 要 我 个 人 的 财产 和 生命 ,我 将 任 由 处 

置 , 然 短 扩 属 于 上 帝 的 却 不 属于 皇帝 ， 宫 磺 属 于 皇帝 , 教 基 属 

于 主教 "。 最 和 红 人 迫使 皇帝 做 出 了 证 步 。 另 一 歌 ,由 于 皇帝 对 民 

众 的 -- 次 残酷 屠杀 行为 , 安 布 将 斯 表示 拒 物 为 其 举行 圣 餐 礼 ， 

从 而 追 使 皇帝 在 他 面前 脱 下 紫衣 当 父 慎 性 并 承受 8 个 月 的 音 

行 悉 罚 。 1 这 不 是 孤立 事件 。 在 给 他 妹妹 的 信 中 我 们 看 到 ,为 

11] Se Brian Tiertey， Te Crisis W Rurt 上 机 GE TD 人 一 了 0， err or 

muarya -一 .中 . 

避 王 -二 下 了 呈 泛 业 

寺 式 书 凡 是 莹 于 莘 十 ”和 骨 川中 
”有 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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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件 更 小 的 事 , 安 布 洛斯 也 曾 准 备 采 用 同样 手 朋 。 还 有 一 次 ， 

他 拒绝 帝国 法 庭 的 传 览 ， 树 立 了 神职 人 员 锡 于 世俗 司法 术 审 

判 的 先例 。5 安 布 猎 斯 抵制 世俗 权力 维护 教会 独立 的 行为 玉 

其 获得 的 胜利 在 救 会 与 国 篆 的 关系 上 开创 了 其 有 这 近 影 啊 的 

先例 ,也 建立 了 - :种 新 的 原则 ,为 中 世纪 的 教皇 和 主教 们 上 所 六 

御 。 

在 罗马 壳 国 时 代 ， 基 督 教会 仿照 帝国 的 集权 体制 已 经 形 

成 了 系统 的 组 织 和 教 防 制 谍 、 办 马 教会 和 中 马 大 主教 在 教 阶 

体系 上 已经 到 得 丁 优 于 东方 款 他 天 主教 区 和 大 主教 的 地 位 ， 

这 种 优越 地 位 尤其 赢得 了 西方 教会 的 和 敬重 。 西 方 教会 只 有 一 

位 大 主教 ,这 使 罗马 主教 战 为 西方 教会 当然 的 领 禄 ,而 历任 尖 

蕊 大 主教 都 坚持 不 屈 地 提出 教会 独立 和 救 权 至 上 的 要 求 。 不 

过 ， 这 种 要 求 在 当时 还 不 可 能 成 为 现实 。 随 着 西风 轧 帝 国 的 

材 灭 ,事情 才 有 了 新 的 转机 。 

{3) 西 方 教 会 脱离 东欧 马 帝国 的 控制 并 -东方 教 信 决裂 ， 

使 其 获得 相对 独立 的 地 位 。 

基督 教 成 为 国教 后 ,就 或 为 罗马 帝国 的 一 个 部 门 或 机 构 ， 

受 皇 帝 的 管辖 。 罗 己 教 会 要 获得 独立 .必须 在 政治 上 赔 离 罗 

马 帝 国 的 控制 。 西 术 马 帝国 灭亡 后 ， 贞 方 教会 处 于 “下 之 不 

存 , 万 将 融 附 ”的 地 亿 。 虽然 在 理论 上 , 罗马 教会 仍 巨 周二 远 

在 姓 主 过 丁 和 明 的 东 轴 马 帝 国 和 皇帝 ,但 是 ,由 于 罗马 处 于 日 耳 曼 

蛮族 的 政治 军事 影响 之 下 ,加 之 具 离 过 远 ,使 君 十 志 】 任 要 实 

现 对 罗马 教皇 的 有 将 控制 事实 上 是 不 可 能 的 。 岁 马 大 主教 与 

皇帝 在 教 广 问 题 乒 的 冲突 ， 也 拉 开 了 两 孝 的 距离 。 这 些 因素 

使 罗马 教会 和 教皇 在 - : 般 时 期 内 基本 上 是 独立 目 治 的 。 摆 有 晚 

[1]1 See farlyie， 几时 itoryr 太 贡 edietal Politcar 了 Theoryr Vol pp 1 的 一 134， 工 达 

有 关上 床 件 的 有 具 伍 情节 夫 克 王 蜡 轴 主 编 :《 傍 都 与 理性 古人 性 基督教 救 

公 思 想 家 评 忧 了 .本 方 出 版 社 ,2001 和 和牛, 种 231 一 240 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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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 的 控制 ,使 西部 教会 迈 出 了 走向 独立 的 关键 一 步 。 

三 日 囊 曼 人 人 侵 期 间 ， 或 在 罗马 行政 机 构 撤 退 或 失控 的 

地 区 ,教会 代表 着 将 马 和 基督 教 的 古老 传统 ,屹立 于 月 丁 曼 人 

人 侵 造 成 的 刻 三 上 ,似乎 是 迹 族 无 法 撒 毁 的 永恒 之 城 ,将 名 乌 

踪 民 聚集 在 目 己 周围 。 这 区 大 大 提高 了 它 的 威信 。536 年 , 查 

二 了 尼 重 新 攻占 意大利 并 取得 对 罗马 教会 的 控制 权 ， 人 得 这 只 

维持 了 不 长 的 时 间 。 不 久 ， 东 六 马 裔 水 从 地 失去 了 对 意大利 

的 控制 ， 轴 乌 教 会 也 就 在 事实 土 永远 摆脱 了 它 台 法 的 政治 统 

治 者 .。 至 800 年 , 教 旦 利 奥 三 世 (Leo 焉 ) 在 圣 钙 得 教 堂 为 查理 

曼 加 蝎 , 查理 蛇 被 尊称 为 ”" 奥 古 斯 都 "和 “ 凡 乌 人 皇 达 ”。 这 个 

行为 被 视 为 西 罗 马 帝 国 的 复活 。 教 皇 则 把 东方 皇帝 几 低 为 

“希腊 人 的 皇帝 或 王 ”， 膛 图 在 理论 上 和 法 律 上 脱离 东方 帝 

国 。 这 个 行为 使 罗 号 教会 在 政治 上 从 东 轩 马 帝国 的 体系 中 解 

放 了 出 来 ,并 与 西方 君主 结 成 了 同盟 。962 年 ,由 教皇 精心 导演 

的 奥 托 加 冕 仪式 也 被 解释 为 邮包 帝国 的 其 活 。 从 此 ,西方 日 开 

曼 人 大户 国 的 诞生 ,使 罗马 教会 从 形式 上 也 摆脱 了 东方 帝国 。 

东西 方 教会 的 分 歧 由 来 已 入 ,， 裂痕 不 断 扩 扩 ， 发 展 到 9 直 

纪 , 竟 至 互相 开除 教 籍 。 昌 然 形 式 上 东西 于 会 至 11 世纪 (1054 

年 ) 才 彻 底 分 慌 , 但 是 实际 上 , 自 5 世 纪 西 罗马 帝国 火 六 和 日 

耳 坚 国家 纷纷 建立 ， 此 方 教 会 在 政治 上 不 再 受 东 罗马 帝国 皇 

帝 控 制 之 后 ,西方 教会 就 已 经 是 一 个 独立 的 教会 了 。 而 西 方 只 

有 一 个 高 组 主教. 即 罗马 士 教 ! 教 皇 ) ,这 也 有 助 于 它 形成 以 教 

皇 为 中 心 的 统一 。5 

41) 西方 “ 卸 了 一 月 耳 曼 " 系 基 督 教 形成 ,教皇 在 西方 确 卫 

起 最 褒 权 威 地 位 。 

1 要 布 斯 曾 恨 虑 地 说 : “教皇 之 位 不 过 是 已 呜 的 向 马 帝国 的 此 开机 苦 皇 冠 坐 

在 帝国 的 二 车 上， 和 理 布 斯 发 利 维 坦 》. 第 565 下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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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 马 教皇 的 权力 雪 求 在 东方 遇 到 大 法 逾越 的 障 得 。 在 那 

里 ,帝国 仍然 是 统 . -而 强 有 力 的 , 皇 帝 对 教会 行使 着 无 可 促 议 

的 管辖 权 。 特别 是 查 寺 : 丁 尼 上 持 编纂 颁布 的 多 马 法 ， 以 法 律 
形式 确认 了 皇帝 的 最 商 权 威 ， 赋 予 舞 帝 以 上 帝 在 人 间 全 权 代 

理 人 的 地 位 和 统辖 政治 与 宗教 事务 的 全 权 。 教 摆 既 然 以 圣 补 
得 继承 人 自居 ,就 要 坚持 寿 行 其 最 商 宗 教 权威 的 职责 ,但 作为 

罗马 人 和 罗 蕊 主教 ,他 们 又 是 皇帝 的 下 民 ,大权 对 抗 皇帝 政教 

人 台 一 的 君权 。 在 这 种 二 难 宿 境 之 中 ， 他 们 表面 上 臣服 夺 方 皇 

帝 , 但 把 主要 注意 力 转 向 皇帝 权力 范围 之 外 的 西方 ,企图 在 这 

里 实 班 其 独立 的 计划 。 

自 日 耳 曙 人 进 人 西 罗 巴 帝 国之 后 ， 贤 马 教 会 就 虞 始 积极 
向 日 耳 曼 人 活 透 .但 在 5 世纪 林 册 前 , 进 人 罗 乌 帝国 的 后 耳 昌 

各 部 藩 一 般 都 版 依 了 后 来 被 判 为 异端 的 阿里 乌 斯 派 的 基 震 
教 。496 年 ,法兰克 人 在 日 耳 坚 民族 中 最 早 接受 了 罗马 公教 。 

法 兰 克 人 是 日 囊 县 民族 中 最 有 力量 的 一 支 ， 他 们 通过 武力 打 

张 划 并 ， 到 6 世纪 中 叶 ， 便 商 卢 全 境 名 义 上 都 版 依 了 罗 马公 

教 . 后 来 查理 大 帝 又 于 772 至 803 年 发 动 . :系列 战争 ,迫使 萨 

克 森 人 加 人 公教 会 ,从 而 把 基督 教 扩展 到 了 易 北 河 。 
在 查理 武力 传教 的 同时 ,教皇 也 积极 游说 传教 。 西 方 扩张 

教皇 权力 最 有 力 的 人 牺 是 教皇 大 格 里 高 利 。 这 位 教皇 极 有 才 

和 平 。 由 竹 他 领导 了 抗击 伦巴 底 人 人 和 人 侵 和 保卫 罗 世 的 斗 秆 ， 使 他 

成 为 意大利 当时 最 有 权势 的 人 物 。 他 把 主教 团 派 到 高 卢 和 英 格 
兰 , 与 法 兰 克 官 廷 建立 了 友好 关系 ,使 英格兰 版 依 了 罗马 教会 。 

他 还 使 西班牙 和 伦巴 底 放 弃 了 阿里 乌 斯 主义 而 改 奉 罗 马公 教 。 

， 在 他 之 前 , 教皇 的 地 位 虽然 受到 尊重 , 但 在 其 主管 区 之 外 , 并 没 

| 有 实际 的 管辖 权 。 他 使 西方 各 日 牙 坚 王 国 归顺 公教 会 的 同时 ， 

也 把 教皇 的 权力 扩张 到 西欧 大 部 分 地 区 。 他 的 权 感 得 到 了 西方 

全 体 教 士 的 公认 ,从 而 西方 教会 在 教皇 的 旅 帜 下 实现 了 统一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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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西方 ,教皇 面 对 关 与 东方 完全 不 同 的 形势 。 东 方 帝国 

比 教会 古老 , 它 是 教会 的 保护 者 和 天 然 主 宰 ;而 西方 各 国 是 新 

并 的 ， 野 马 教 会 是 它们 精神 上 的 导师 。 东 方 帝 国有 着 向 度 发 

展 的 文明 ,而 西方 各 国 风 是 不 开化 半 野 畜 的 .代表 状 古 老 文明 

传统 的 教会 和 教士 在 各 蛮族 国家 面前 ， 有 有 着 一 种 智 识 上 文化 

上 的 优势 。 东 方 帝 国 是 统 -- 和 高 度 上 集权 的 ， 而 教会 却 是 软 能 

而 分 散 的 ,依附 于 帝国 的 世俗 皇权 ;西方 各 国有 是 分 裂 鸭 , 其 内 

部 组 织 原始 、 粗 缕 , 分 散 而 脐 弱 ,但 罗马 教会 由 团结 在 罗 马 大 

主教 周围 , 形成 较为 统一 的 组 织 体系 , 它 直 越 各 国 的 界限 ,在 

各 国之 外 、 之 上 ， 只 有 它 才 代表 着 西方 的 统一 。 历 末 发 展 表 

明 , 当 目 方 产 生 强 有 力 的 统一 帝国 的 时 候 , 刀 查理 疫 帝 国 和 奥 

托 帝 国 ,必然 要 对 罗马 教会 实行 政治 控制 。 然 而 ,中 世纪 西欧 

大 部 分 时 间 星 , 政治 多 元 化 , 看 权 误 徽 . 这 是 教会 实现 独立 要 

求 的 难得 的 机 缘 。 

这 种 不 同 在 教皇 大 格 里 高 利 的 态度 上 也 能 反映 出 来 - 他 

称 西方 各 国 国 王 为 “最 亲爱 的 儿子 ”, 而 称 东 方 呈 斋 为 “皇帝 

陛下 "。510 对 西方 各 国王 公 , 他 以 网 马 统 治 坦 的 教导 、. 训 诚 的 

吕 吻 讲话 ,全然 是 他 们 的 精神 导师 , 毫 不 狐 玉 地 行使 着 权力 ， 

但 对 东方 皇帝 , 他 则 表 静 出 审慎 的 谦卑 和 顺从 , 在 正式 场合 ， 

售 以 皇帝 下 民 的 身份 出 现 , 从 未 称 其 为 “此 子 ”, 也 从 林 回 其 

发 导 施 令 。[2 格 里 高 利 这 种 两 面 性 态度 ,反映 出 教会 在 西方 

地 位 高 于 东方 , 从 中 也 可 看 出 西方 特殊 形势 对 加 强 教皇 权力 

的 作用 。 

婴 马 教会 还 趁 混 乱 与 政权 更 选 之 机 , 以 它 统 一 的 组 织 、 

威信 、 政治 经 验 . 行政 能 力 和 智力 优势 为 后 盾 , 填补 了 西风 

[IT 可 aer UUpuann ， 周 Pei Peer 了 RawArtyF .SSl 

12] 大 alter ULznunmn， 况 SR 再 Hory 寻 二 ee apercey 罗 斌 ed Eee Condon: 丽 ethuen 

让 Co LId . .1972.,6b.37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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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蘑 征 灯 和 对 上 香 

辣 、 

乌 政 权 搬 退 和 最 终 覆 亡 而 造成 的 权力 真空 。!LU 随 着 基督 教 滩 

人 西欧 竹 个 角落 ， -个 以 罗马 教皇 为 首 的 超 国家 的 基督 教 于 

国 建立 了 起 来 。 

这 冬 ,四 方 教会 便 极 人 地 扩张 了 它 的 权力 范围 ,在 西方 社 

从 稳固 地 建立 了 其 权 方 鞍 础 。 龙 共 是 它 开 始 获得 许多 世俗 权 

力 . 控制 信徒 社会 生活 的 权力 。 这 是 它 在 罗马 帝国 内 无 法 得 

到 的 。 

(5) 教 皇 国 建立 ,使 教 权 获得 了 一 个 稳定 的 政治 中 心 和 模 

据 地 。 

8 所 纪 中 叶 ,法 兰 克 执掌 实权 的 “高 相 " 耕 平谷 废 点 墨 洛 

瘟 彰 国王 而 肯 立 为 王 , 为 此 他 需要 教皇 在 道 艾 上 的 支持 ， 而 

多 沁 正 党 到 伦巴 贱 大 侵犯 的 感 脐 ,教皇 己 经 不 能 指望 东 罗 蕊 

帝国 皇帝 会 提供 保护 ,于 是 他 便 吁 请 法 兰 克 人 的 援救 .这 样 ， 

双 方便 永 互 相 需 要 而 下 到 了 一 起 .教皇 承认 了 至 平 对 王 倍 的 

贤 求 ,并 由 教会 人 士 为 他 举行 了 粗 圣 锁 礼 (4751 年 )。 接 着 , 教 

星 斯 蒂 芬 二 世 〈Stephen 几 ) 又 亲 白 前 御 会 兄 到 平 ， 并 于 754 

年 为 到 平 举行 了 加冕 涂 油 仪式 。 耕 平 则 出 兵 意 大 利 , 打 败 伦 

巴 底 人 ， 并 将 村 得 的 拉 文 纳 等 一 块 土地 赠送 给 教皇 {756 

年 })。 教 皇 国 由 此 形成 。 

教皇 国 的 建立 具有 才 重 意 尽 。 它 鉴定 了 教廷 世俗 权力 

的 基础 。 教皇 国 是 政教 含 一 的 体制 ,教皇 在 这 圣 兼 有 宗教 与 

[1] 法 国 雪 世 纪 史 学 家 车 惰 谈 到 中 世纪 初期 装 会 情 襄 时 指 川 :“ 土 教 们 荐 城 锦 
时 的 无 将 首 脑 : 他们 管理 拇 个 城市 里 的 大 民 ， 他们 在 蛮 旋 面前 代表 人 民 . 

在 咸 里 是 和民 的 行政 长 华 , 在 外 面 系 是 人 民 的 保护 大 。 因 此 , 教 上 部 星 谋 

这 地 扎 相 于 地 广 自治 刺 度 ,高 是 说 此 根 于 罗 瑟 社会 的 切 残余 物 中 的 。 伍 

焉 名 ， 邮 们 忆 把 根 伸 层 到 其 李 方 面 ; 土 辑 人 都 变 成 了 遍 族 君 于 的 原 襄 。 

人 栅 们 十 比 刚 从 有 耳 时 来 的 变 族 径 验 丰 浅 ,政治 上 电 证 为 磺 明 。*” (1 基 

项 六 法 国文 明史 一 一 自 才 马达 国 效 落 起 3y( 第 1 着 ). 诛 芷 . 医 信 译 , 商 务 印 

书 忆 ,1993 年 .第 ?14 215 页 。)}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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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俗 的 最 高 权力 。 它 显然 对 教皇 后 来 握 取 西欧 各 国志 俗 权力 

的 欲望 是 一 种 刺激 力量 。 对 于 西方 历 忠 发展 更 为 重要 的 是 ， 

天 主教 会 有 了 一 个 独立 的 政治 实体 , 西 右 基 叔 教 世 界 有 了 一 

个 稳定 的 相 据 地 和 权力 中 心 。 事实 证 明 , 教 旺 桶 力 基 地 在 空 

闻 士 与 各 国政 府 的 曙 离 对 维护 其 独立 性 是 非常 必要 的 .在 1 

世纪 叙 任 权 之 争 前 , 各 国教 会 都 党 本 国王 会 的 控制 ,被 纳 人 

封建 主义 的 网 络 之 中 ， 但 教皇 却 在 空间 上 独立 于 各 国之 外 ， 

使 这 个 无 形 的 精神 王国 有 了 一 个 有 形 的 较为 独立 的 政治 中 

心 [1] 

(6} 通过 “教皇 革命 ”, 政教 二 元 化 权力 体系 正式 形成 , 教 

会 与 世 痊 国 家 各 自 形 成 独立 的 权 为 实体， 划分 出 大 体 相 互 分 

离 的 管辖 范围 。 

西 罗 马 帝 国 的 解体 和 日 耳 杰 国 家 的 建立 ， 为 西方 教会 即 

天 主教 担 殿 了 一 个 难得 的 契机 ,使 其 奖 得 相对 独立 的 地 位 。 天 

主教 会 在 政治 上 和 组 织 上 蚁 高 东方 帝国 ， 形 成 独立 的 权力 中 

心 ， 焦 西方 各 国 “ 基 督 教 化 ” 并 建立 起 统 -的 超 国 家 或 赃 国 家 

的 教会 组 织 ， 对 宗教 事务 和 信徒 精神 生活 享有 相对 独立 的 管 

辖 权 , 这 一 场 都 标志 着 西欧 社会 实现 了 国家 与 (和 获 尽 的 )] 教会 

世 组 织 土 的 分 化 和 政教 二 元 化 权力 体系 的 初步 形成 、 这 是 中 

直 纪 西欧 入 引 人 注目 的 特征 之 -。 正 如 当代 著名 社会 学 家 帕 

森 斯 指出 的 :“ 原 始 社会 和 西方 之 外 的 其 他 许 密 文明 社会 在 社 

会 组 织 的 宗教 方面 和 讲 俗 方面 是 没有 最 著 差 别 的 ; 在 那些 社 

会 里 ,没有 教会 "这 种 分 化 的 组 织 实体 。 根 据 这 种 观点 ,教会 

与 国家 的 分 化 (与 分 离 有 别 ) 基 本 上 是 从 西方 基督 教 开 始 。 02 

当代 凑 国 善 名 法 学 家 哈 罗 德 .J. 伯 尔 变 认为 ，1075 一 1122 

111 在 攻 皇 迁 福 法 败 南 部 附近 的 阿 锥 在 期 间 【1309 一 1377 年 ].。 散 皇 悍 受 制 二 法 

王 , 补 称 为 "( 教 皇 的 ?巴比伦 之 四 "时 肌 。 

[21 TIT. 帕 森 斯 :现代 社会 的 语 档 与 这 程 3, 第 249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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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r 薄 诊 灿 动 fr 鲁 

年 发 生 的 “教皇 革命 ”是 政教 二 元 化 权力 性 系 正 式 形成 的 标 

志 .. 只 是 从 这 时 起 ,教会 与 世俗 国家 各 自 形 成 独立 的 权力 实体 ， 

划分 出 大 性 相 瑟 分 离 的 管辖 范围 。 正 旦 通过 这 场 革 丛 ,使 教 星 

能 够 控制 教会 , 使 教会 获得 所 谓 “ 自 由 ”, 即 在 教皇 之 下 不 爱 世 

惟 权力 的 支配 -。 伯 和 尔 竖 指出 ， 在 这 场 以 授 职权 之 争 表 现 出 来 

的 教皇 革命 中 ,教会 方面 的 口号 是 “教会 自由 ”, 即 “使 僧人 避 摆 

脱 皇 室 . 王室 和 封建 的 统治 , 并 使 他 们 统一 在 教皇 的 权威 

下 "。[1 教 会 大于 教 旺 的 新 构 念 “接近 于 要 求 创 造 国 家 的 新 概 

念 ” ,事实 上 , 这 蕊 单 全 也 使 教会 形成 为 第 一 个 近代 国家 。 此 

前 各 地 教会 .主教 受过 俗 的 帝王 .领主 的 管辖 ,这 时 起 , 教 旺 对 

各 国教 会 的 最 高 管辖 权 得 以 确立 ， 枯 方 基督 教 世界 的 教士 们 

拱 卫 在 教皇 周围 ， 与 此 问 时 ， 教 皇 革命 在 西方 地界 产生 了 一 

种 新 的 王权 观念 。 国 王 不 再 是 教会 的 最 高 首脑 了 ， 最 高 政 

权威 的 宗教 职能 和 肝 教 特性 被 剔除 ,神圣 主权 的 时 代 和 逐 南 结 

东 ,在 称 作 “ 属 灵 "的 事物 方面 , 教 星 基 最 高 权威。 人 们 第 一 次 

感受 到 皇帝 和 国王 是 “世俗 ”的 统治 书 , 他 们 的 主要 任务 首先 

是 维持 各 王国 的 内 部 安宁 即 制 止 暴力 行为 ， 其 次 是 主持 正 交 

即 在 政治 径 济 领域 里 进行 管理 。 而 且 即 使 在 这 些 事 物 上 ， 教 

会 也 起 划一 称 重 要 作 有 用。 至此， 世俗 领域 与 昼 至 领域 的 区 分 

才 明 临 化。 和 

伯 和 尔 另 的 直接 目的 ， 是 前 述 现 代 西 方法 律 起 源 于 教皇 章 

合 时 伐 ， 他 关于 教皇 革命 对 政权 与 教 权 的 分 化 和 二 元 化 权力 

何 系 形 上 成 的 作用 的 论述 十 分 有 说 服 力 ， 伍 他 过 分 地 强调 了 教 

皇 革 命 给 西方 社会 政教 关系 造成 的 断 改 , 即 他 所 称 “" 革 傅 ” 性 

的 影响 。 从 西方 政治 文化 忧 统 的 长 进程 来 考察 ， 克 其 在 将 西 

方 与 其 他 文化 相 比 较 时 ,我 认为 , 政 闭 一 元 化 权力 迟 系 在 中 世 

1L11 春 见 哈 男 德 .J. 伯 和 尔 曼 才 技 律 与 华 俞 - -西方 锋 律 导 狼 的 形成 y, 第 134 页 ， 

[2] 参 独 哈 竹 德 :JT- 伯 尔 显 六 污 律 与 草食 一 西方 注 律 传统 的 形成 ?, 第 4869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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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 初 邹 已 初步 形成， 到 教 星 单 疹 之 后 得 以 完全 笑 现 。 教 旺 单 

从 不 过 是 西方 社会 由 来 已 久 的 政教 二 元 化 权力 体系 发 展 过 程 

的 顶点 。 至 十 作为 一 种 政治 思想 和 价值 观念 的 二 元 主义 在 基 

督 教会 里 则 有 着 更 为 悠久 的 历史 传统。 

当然 , 在 任何 时 代 , 西方 的 政教 一 元 化 权力 体系 部 不 是 

定型 的 体 制 ， 更 个 是 僵 死 不 蛮 的 ， 谭 是 在 左右 倾斜 中 实现 

的 ,在 动态 中 发 展 的 。 早 期 教会 虽然 产生 了 独立 的 枢 求 , 但 

那 时 它 处 于 非 落 地 位 , 生存 本 身 即 受 威 胁 , 因 论 向 国家 要 求 

独立 。 教 会 成 为 国教 后 , 它 得 到 了 安全 , 并 借助 于 国 家 权力 

扩张 了 上 月 已 的 势力 ,但 在 强大 的 皇权 面前 , 它 却 面 临 失 去 独 

立 性 的 和 危险。 以 安 布 社 斯 为 代表 的 教会 领袖 的 行为 抵制 了 

皇权 的 扩张 ,为 教会 保留 了 一 证 限度 的 自由 , 随 着 西 握 帘 

国 解体 , 西方 教会 时 来 运转 , 在 日 耳 曼 亦 族 国家 量 前 , 教会 

的 地 位 大 大 提高 ,其 权力 也 得 到 很 大 久 张 。 可 接 厌 而 至 的 封 

建 化 浪潮 使 教会 面临 被 世俗 秩序 吸收 之 处 -。 这 几 ,是 教会 内 

部 独立 精神 的 复兴 , 导致 - 场 声 势 消 大 的 教皇 革命 ,使 教会 

撑 赔 了 世俗 关系 的 萎 绊 。 但 教皇 革命 的 威 势 产 生 . -种 惯性 ， 

推动 戎 教会 趋向 于 简便 收治 。 半 衡 再 一 次 被 打破 ,教会 努力 

建立 的 脆弱 的 二 元 化 权力 体系 有 可 能 被 来 自 教 会 内 部 的 冲 

动 所 掉 。 这 时 , 押 史 再 次 出 现 新 的 转机 ,罗马 法 复兴 , 亚 里 

士 多 德 革 命 、 城 市 的 兴起 , 特别 是 民族 国家 的 崛起 ., 这 一 系 

列 事件 带 来 新 的 形势 , 使 各 和 神 世 俗 力量 聚集 在 王权 两 围 , 瞎 

俗 权力 迅速 得 到 加 强 。 王 权 人 摹仿 教 权 的 集权 结构 建立 起 集 

权 国 家 ,成 为 教 权 强 有 力 的 对 手 。 终于 ,在 中 世纪 术 , 钟 手 艾 

重新 摆 了 过 来 。 

这 样 ,在 教会 与 国家 板 力 竞争 的 内 蹄 板 上 ,弱势 - - 片 总 能 

守住 底线 .并 有 机 会 转变 为 强势 :强势 一 右 也 不 至 于 将 对 方 完 

下 于 本 

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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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于 倒 ， 并 有 可 能 转变 为 用 势 。 两 者 在 相互 消长 中 达到 一 种 

不 地 定 的 动态 平衡 。 

3 天堂 的 司 钥 者 :教会 

所 《圣经 》 所 载 , 耶 稣 对 他 的 门徒 彼得 说 :我 要 把 我 的 教 

会 建造 在 这 所 石 上 ，…… 我 要 把 天 国 的 钥匙 簿 你 。 凡 你 在 好 

上 所 捆绑 的 ,在 天 上 也 要 捆绑 ; 上 几 你 在 地 上 所 要 释放 的 ,在 天 

上 也 过 释放 。”0 耶稣 的 这 段 话 后 来 成 为 教会 精神 权力 的 基 

本 依据 , 在 信徒 的 心理 了 上, 它 就 是 教会 权力 的 “ 筹 石 "。 此 外 ， 

耶稣 还 三 次 险 只 彼 得 说 :“ 你 收养 我 的 羊 "，05 也 被 解释 为 授 

予 教会 对 信徒 的 牧 养 权 。 在 宗教 改革 之 前 ， 教 会 和 教皇 在 理 

论 上 和 事实 上 都 学 握 着 大 向 的 “ 司 铀 权 ” .4 现世 的 牧 养 和 。 

言 途 位 将 其 认为 得 救 的 " 挪 亚 方舟 ”与 上 上帝 沟通 的 恬 挫 ,也 是 

天 峡 在 人 间 的 办 事 处 。 人 人 相信 ， 正 能够 此 放 进 天 国 的 通行 

证 ,也 能 签发 下 地 长 的 判决 有 书 。 人 的 得 救 靠 上帝 的 恩典 , 林 上 

帝 的 恩典 是 经 过 教会 颁发 的 

这 个 被 建 实 在 “ 船 石 ”之 上 的 教会 的 册 现 , 改变 了 世俗 国 

家 的 她 位 各 傅 运 。i 从 此 ,世俗 国家 对 权力 的 便 断 被 打破 ,其 

职能 锌 分割， 其 臣民 的 忠诚 钙 分 亩 。 它 有 了 一 个 强 有 力 的 竞 

[1]] 志 圣 妊 ， 马 太 福 齐 ? .第 XWT 章 第 1 一 19 节 -在 另 -处 .于 计 各 对 基 门 征 说 了 同 

样 的 千 。 荆 马 太 相 奇 ?第 XI 者 第 18 节 ) 

[2] 《至 皮 - 的 网 柱 音 ,第 XML 音 第 15--17 节 。 

13] 宗教 改革 将 教会 作 管 1 或 懈 取 1 的 进 天 和 半 的 钥 是 兖 志 巡 信 生 自 己 。 由 德 认为 ， 

进 天 国 的 " 铜 些 " 掌 手 在 每 个 信 待 手中, 

[4] 根据 马克 斯 - 韦 怕 的 说 法 .并 非 所 有 宗教 都 形成 了 教会 。 险 了 在 充分 章 关上 

拥 革 督 教 外 ,只 有 了 仇 斯 兰 教 和 喇 距 教 有 形式 的 佛教 ,产生 了 在 这 个 意 沁 上 的 “ 教 

会 " - 互 幸 遍 教 和 竹本 考 以 及 在 狂 杰 载 之 前 人 忆 平 还 有 了 晚 戎 航 拔 下 的 情人 缠 潜 

在 较 圣 几 的 部 穴 上 产生 过 -教会 。" (马克 斯 ， 韦 民 :经 久 与 社会 江 下 卷 ) , 林 

荣 逊 译 .商务 印 书馆 .1994 年 ,第 Sn8g 摧 。1 飞 伯 革 于 载 会 的 定 关 大 见 同 贞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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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 者 ,这 个 竞争 者 将 国家 贬低 为 次 要 的 地 位 ,要 求 国 家 服从 它 

的 章 德 权威 。 从 这 个 角 霖 看 .办 闻 帝 风 对 基督 教会 迫害 的 结 

束 标志 着 世俗 国家 不 可 挽回 的 失败 ,从 此 ,世俗 国家 便 失 去 了 

独步 竺 赛 的 地 伺 ， 处 于 受 教 会 监督 和 制约 的 境地 。 昌 然 教会 

的 目 术 在 罗马 六 国 时 期 并 设 有 立刻 实现 ， 但 整个 事情 的 发 展 

却 最 终 趋 向 于 这 个 目 杯 - 

教会 的 权力 在 历史 上 多 有 变化 ， 理论. 上 的 权力 与 事实 上 

的 权 方 所 不 尽 一 致 ,我 们 这 里 将 其 简单 地 归纳 为 以 下 几 种 : 

《1 规定 .解释 和 宣讲 教 兴 的 权力 

教会 作为 示 教 共同 体 , 是 建立 在 共同 信仰 的 基础 上 的 , 连 

地 俗 国家 也 需要 从 宗教 信仰 中 获得 其 合法 性 。 在 这 个 共同 体 

和 国家 中 , 人 们 会 认 , 上帝 是 一 切 事 物 的 终 缀 原因 , 也 是 人 类 

社会 的 终极 权 砍 。 神 法 商 于 人 法 ,人 间 的 社会 政治 制度 .法 律 

制度 .政治 行为 等 , 玫 需 与 上 帝 的 意志 保持 一 致 ,得 到 宗教 的 

认可 或 批准 。 违背 上 帝 意志 的 法 律 是 无 效 的 。 但 上 寓 的 意志 

是 由 教会 来 宣布 的 ,4 圣经》 也 是 由 教士 们 来 宜 讲 和 解释 的 。 

教会 是 上 帝 与 信徒 的 中 介 ,向 信徒 转达 上 帝 的 意 旨 ,规范 信徒 

的 生 汀 ,这 就 使 教士 们 握 有 站 精神 性 的 利 道德 的 权威 ,成 为 基 

督 教 共同 传 的 立法 者 。 丰 基督教 社 会 ， 教 会 规定 社会 的 终极 

目标 ， 而 世俗 政府 只 是 执行 者 和 工具 。 由 于 那个 时 找 人 们 对 

信仰 的 虚 诚 ,这 个 无 形 的 权威 深 次 扎根 于 人 们 的 心中 ,产生 强 

有 力 的 影响 。 布 赖 斯 指出 “帝国 与 教廷 部 是 以 思想 丽 非 物质 

力量 为 基础 的 "。 但 教会 在 思想 和 信和 仲 领域 有 着 天 然 的 优势 ， 

甚至 帝国 的 权力 基础 也 是 教会 厂 予 的 。 所 以 “贵族 们 甚至 在 

他 们 抵抗 宗教 权力 之 时 ,他 们 也 发 持 "。50 

[I] 冲 姆 斯 布下 斯 尽 神 至 黑马 这 国 $, 第 363 页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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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x 沦 芍 煌 动 上 人 刹 

教会 被 视 为 “基督 的 身体 ” ,信徒 们 作为 教会 的 一 员 ,才能 

得到 上 帝 的 思 穹 。 对 每 一 个 教徒 来 说 ， 教 会 是 他 们 精神 上 的 

指导 者 , 保 让 信徒 信守 正确 的 教区 ,净化 妆 现 , 远 笛 罪 坚 。 教 

于 被 视 为 信徒 精神 上 的 父亲 。 信 徒 称 共 神 父 为 “爷爷 ”, 而 神 

父 称 其 信徒 为 * 几 子 ".“ 教 皇 "(Papa) 一 记 原 意 邮 为 父亲 ,他 是 

全 二 基督 徒 ( 天 主教 ) 精 神 上 的 父亲 -。 教 土 与 信徒 的 关系 还 布 

另 一 个 比喻 ,教士 称 汶 "我 者 ", 笠 优 能 是 党 其 牧 蛮 的“ 千 铬 ， 

那 稣 将 收养 权 授 予 了 教会 。 信 徒 们 对 教会 在 做 伸 和 道德 生 话 

二 的 依 恩 是 教会 权力 的 其 下 基础 ， 

(2) 主 持 信 徒 宗教 生 洒 的 权力 

教会 相当 于 上 帝 的 大 国 在 人 亲 的 “办 事 处 ”, 主持 依 徒 的 

各 种 圣 事 ,这 在 教会 法 上 称 " 蔡 职权 "”- 在 各 种 宗教 生活 .宗教 

礼 们 和 亦 帆 中 ,在 社区 锋 动 和 交际 话 动 中 , 教会 人 于 中 心 的 

地 位 。 

巴黎 的 约翰 (John 吕 Paris) 属于 反 教 权 洱 阵营 ,他 天 世 了 

教会 大 量 的 权力 要 求 ， 但 把 主持 信徒 吕 教 生 沿 的 权力 留 给 了 

教士 。 他 指出 ,基督 设立 了 一 些 代 于 人 , 仙 责 大 的 鞋 事 。 这 些 

大 称 牧 师 ,“ 因 为 他 们 负责 神圣 的 事务 , 或 凡 为 他 们 是 神 蔡 的 

领袖 ,或 因为 仓 们 教导 神圣 的 事情 ,所 有 这 些 他 们 者 话 作 为 上 

帝 与 人 之 间 的 中 介 来 做 的 。”“ 教 权 就 是 基督 为 了 主持 信 逢 的 

圣 事 嘲 任 命 的 教会 代理 大 的 精神 权力 。 ”1 

往 媚 斯 布 赖 斯 曾 指 出 :现代 人 已 经 很 难民 得 "一 个 无 所 

不 包 、 无 所 不 至 的 教会 的 观念 对 他 们 中 世纪 的 手 先 们 所 引起 

的 强烈 魅力 。 一 生 在 教会 之 中 ,为 了 教会 ,通过 教会 。”“ 教 会 

[1 ha Paris. 间 天 te ma ap Paners in Ralph Tarner nd 划 Dhsin Naludi， 

rd 站 站 Les 上 := 几 上 ureebam 开 Pd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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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俱 是 进入 天 国之 门 ; 它 还 是 先行 的 天 国 - "0 他 们 通过 教会 

主持 的 洗 札 而 获得 精神 生命; 通过 教区 中 举行 的 神 蔡 昨 披 接 

党 教会 的 侣 福 ， 感 到 与 上 上 审 同 在 的 居 悦 ;通过 教士 指导 的 慎 

悔 `. 祈 话 . 静 修 和 音 行 而 得 到 精神 上 的 解脱 净化 与 升华 : 当 岗 

体 生 命 终 了 时 ,还 要 通过 教会 主持 的 葬礼 , 送 他 们 的 灵 事 此 上 

天 国之 路 .。 

基 旧 教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,在 早期 简单 的 廉价 得 救 才 久 之 上 ， 

不 断 附 着 上 各 种 规章 . 圣 礼 . 仅 式 等 形式 主 头 的 得 物 .教会 宣 

称 ， 上 应 亿 们 主持 的 这 一 切 都 是 得 救 所 必须 的 。 教 会 的 宗教 权 

力 便 扎根 在 这 堆 丈 物 之 上 。 拒 锦 为 信徒 主持 其 - 件 圣 事 ,人 重 

征 -种 最 严重 的 精神 惩 询 。 在 中 世纪 ， 由 教会 主持 的 所 请 时 

教 事 务 不 仅 限 于 圣 敬 . 尾 博之 类 纯粹 的 宁 教 圣 事 , 它 广 活活 透 

到 信徒 的 世俗 生活 后。 像 结 婚 、 华 礼 这 样 的 事务 已 经 完 伞 被 

纳入 革 事 的 一 部 分 ,此 外 教会 行 鸽 着 :种 广泛 的 监护 权 , 凡 与 

信徒 信仰 的 正确 性 和 道德 的 纯洁 性 有 关 的 事务 ， 教 会 都 有 权 

过 间 。 和 实际 上 ,近代 人 所 谓 的 不 受罚 人 和 干预 的 “私生活 ” ,其 大 

部 分 在 中 世纪 处 于 教会 的 监控 之 于 。 

(3) 对 信徒 宗教 性 质 的 管辖 权 ( 或 司法 要 ) 

“管辖 权 ” (jurisdiotion1 飞 可 译 为 “裁判 权 " 或 “司法 权 ”。 广 

艾 的 管辖 桶 包括 立法 .行政 和 司法 权 ,我 们 这 里 讲 的 是 狭 交 的 

管 负 权 ,主要 指 宗教 司 法 权 。。 “ 圣 事权 ?是 教会 作为 “精神 的 和 

圣 事 的 共同 体 " 而 产生 的 权力 “管辖 权 " 则 是 教会 作为 社团 性 

共 周 蛋 而 产生 的 权力 。 教 会 负 有 保护 信仰 . 钝 尘 教 会 .惩罚 异 

端的 权能 。 它 根据 神 法 和 教会 法 对 信徒 的 行为 作出 裁判 ， 进 

行 宗教 人 性 的 悉 罚 - 这 是 “ 掺 线 和 释放 "权力 的 集中 表现 , 也 是 

[1] 条 风 篇 婚 斯 。 布 贿 斯 水 神圣 现世 帝国 .第 362 页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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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

教 权 的 最 高 表现 和 最 有 具 影响 力 的 部 分 。 在 售 徒 的 心目 中 ， 教 

会 的 精神 权力 是 实 冬 在 在 的 .不 客 等 到 末日 审判 ,在 现 者 它 台 

决定 了 -个 信 逢 的 佛 运 。 在 教会 权威 得 到 认 国 的 情 旋 下， 如 

果 教 二 拒绝 为 信徒 举行 某 种 至 事 ， 就 意味 着 宣判 信徒 精神 上 

的 死刑 ;如 被 教会 开除 教 籍 ,几乎 与 被 判 下 了 地 狱 相 当 。 

教会 没有 强制 件 权 妃 , 没有 盏 四 等 暴力 工 共 , 何 “教会 

有 一 种 不 事 或 备 却 威力 无 比 的 政治 军团 ,这 就 是 僧人 ,他 供 可 

以 衣 行 其 种 蚂 右 力 的 精神 制 哉 . 共 中 也 括 昔 除 教 职 相 补 什 教 

权 "。 站 单 除 教 籍 意 味 着 刊 夺 接受 对 礼 ! 包 括 领 圣 全 . 苦 礼 等 ) 

的 权利 ,在 极 靖 的 场合 ,还 可 相 据 逐 出 教 |1 令 ,从 教会 中 耿 庆 

册 去 ， 相 当 于 精神 流放 。 轿 鞋 教 权 是 部 分 地 或 全 部 地 中 止 公 

共事 和 劳 和 圣 礼 , 它 可 能 针对 一 人 或 雪人 ,也 可 能 针对 个 地 方 

或 国家 。 

这 两 种 权力 都 是 可 怕 的 精神 起 姑 ， 也 是 教会 与 王权 斗争 

中 的 王牌 。0 起 官 教 会 只 是 殉 制 地 .偶然 使 用 这 个 武器 .全 在 

与 王权 激烈 斗争 的 年 代 ， 它 就 更 为 频繁 和 轻 座 地 使 用 它们 。 

由 于 在 世俗 的 斗 委 中 利用 宗教 虐 上 器， 世俗 动 机 与 宗教 动机 混 

洒 在 -起 ,人 司 其 失去 了 神圣 性 和 宗教 纯 沪 性 ， 条 教 起 器 不 可 

起 铭 地 由 于 过 分 使 用 而 钝 化 卫 。03] 

凡 过 秆 灿 示 上坟 

[5 哈 柬 德 .本 介 汞 品 必 共 律 与 时 傅 和 ,和 菠 319 页 。 

[2] “当前 齐 美 诺 杜 三 世上 由 于 与 的 篇 王 争 斗 而 对 英 梢 兰 官 布 咯 夺 孝 可 可 他 时 ， 炸 

士 儒 都 亲人 辣 而 行 - 自 1208 到 1214 年 的 六 年 让 ,教会 天 站 时 闭 .俗人 被 天 在 门 

外 5 籽 们 不 能 去 茜 坛 做 行 鞋 礼 , 不 能 为 婚 社 举行 宗教 仪式 , 也 不 能 在 教 符 的 

基地 下 草 。 (上 尼 轩 ， 夺 根 主编 :4 牛津 蓝 国 通史 >?, 于 和 党 非 评 . 商 压 印 书 悄 . 

1953 年 :第 19 页: ) 在 中 世纪 尼 种 证 重 的 这 袁 气氛 下 ,能 项 得 住 阮 种 丑 力 的 

网 于 了 欧 实干 儿 。 英 干 是 每 届 服 ,接受 和 共 罚 并 自 星 为 每 年 癌 教 皇 纳 责 的 封 臣 。 

[3] 特 尔 桂 的 斯 握 范 [Stephen of Taurnail 总 外教 全 让 开除 部 籍 的 理论 说 : 开 几 籍 

判 订 有 二 种 途径 ;11 由 于 犯罪 , 裤 正 多 地 切断 与 教 全 的 哑 系 , 他 就 下 上 帝 得 

教会 于 除了 ia- 个 人 人情 符 旋 被 载 合 开 队 .但 他 在 上 帝 面 前 书 色 处 于 被 开 队 

的 位 置 , 丰 册 是 上 帝 的 调 悖 即 妾 会 的 造 员 本 3 如 打开 降 时 分 基 非 下 的 , 租 

有 真 遍 恨 据 .他 可 能 证 救 全 开除 了 ,但 避 蕉 上 再 开除 :， 身 诺 嫩 一 世 【Tanoesn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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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教会 初期 起 , 长 老 { 主 教 ) 就 有 权 根 据 教 会 纪律 裁判 人 

徒 的 纠纷 和 对 违规 行为 加 以 制裁 。 安 布 水 斯 曾 坚 持 ， 教 会 对 

全 司 依 徒 的 采 教 管辖 权 应 包括 皇帝 和 王公 大 臣 。 呈 帝 是 人 民 

的 主人 ,但 它 却 旦 教会 的 儿子 ,于 服 从 教会 的 权威 和 纪律 。 安 

布 洛斯 认为 没有 一 种 头 生 比 教会 的 儿子 更 们 楼 了 -。 皇帝 在 

数 会 之 内 , 而 不 是 在 它 之 上 。 旨 但 安 布 光 斯 所 坚持 的 权力 完 

全 是 淋 教 性 的 ,不 涉及 世俗 的 征召 ,这 污 后 来 格 星 高 利 七 世 解 

除 臣 民 督 约 和 废 山 手 帝 的 权力 不 同 。 到 12 此 纪 ,系统 的 教会 

法 正式 形成 。 教 会 法 学 家 认为 ,所 有 的 人 作为 教会 成 员 , 祁 村 

服从 教会 首 和 教会 法 妖 的 管辖 。f 众人 如 果 犯 宗教 罪 , 就 误 

到 教会 法 庭 受 审 .拒绝 撤 爱 和 服从 它 的 人 ,应 被 判 为 不 信 晶 。 

教会 法 学 家 还 制定 了 一 个 原则 : 所 有 制度 如 果 与 教会 法 和 册 

马 教 令 相 抵 般 ,都 是 无 效 的 。 

(4) 教 会 对 教士 的 司法 专属 权 { 或 教士 的 世俗 司法 将 免 权 ) 

这 是 教会 积 教士 莫 受 的 一 和 神权 利和 特 要 ,也 是 教会 对 国家 

司法 权 的 分 享 。 由 于 世俗 统治 者 要 最 从 教会 的 宗教 符 辖 权 ,而 

孝王 却 不 受 世 俗 司 法 的 管辖 , 3] 这 是 使 教会 成 为 国 中 之 国 . 国 

外 之 国 . 国 上 之 国 的 前 提 之 一 。 

加) 世 有 明确 区 务 了 了 上帝 的 升 队 和 塌 会 的 开除 .上帝 的 藉 泪 总 是 正确 的 .而 教会 

却 可 能 犯 畦 误 . 区 务 孝 会 形式 上 的 和 表面 的 判决 与 内 有 真正 部 力 的 判决 瘟 实 

重 灰 。 整个 中 世 妃 内 史 充 满 了 挑战 前 神 判 决 的 事例 , 尽管 他 们 并 二 否认 教会 

的 精神 权 有 。fTCanyle ，4 istory ay 肌 edienal Polaicar Theory ，YoL 了 ，pp ,26 一 - 

249 .1 

11] See CRryte 几 iory oa Policead 了 Neorr val. 工 ,P.130， 

i21 教会 法 谋 管 辅 的 苍 力 林 世 括 : 丰 可 约定. 各 殴 和 伤害 . 女 犯 罪 号 婚 规 结盟 .不 出 亢 

礼拜 收 趟 , 址 别 试 证 与 执行 , 件 一 税 征 收 案 。! 大 多 刘 城 : 夺 8 英国 中 世纪 首先 研 

究 $, 首 事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,1995 于 ,第 123 一 143 页 - ) 

[3] 我 们 需 记 性 .在 中 基 启 大 部 分 时 间 理 ,国家 的 立法 机 行政 职能 很 绊 .处 于 核心 的 

是 亡 的 可笑 职能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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忻 国生 -机 国医 卫 和 汪 -再 并 机 全 二 让 耻 于 二 襄 司 - 硬 呈 和 Fe 本 

在 早期 教会 中 ， 何 罗 册 械 求 信 徒 不 要 将 他 们 内 部 的 纪 纷 

交 给 外 人 审判 ， 而 是 要 请 圣 徒 裁判 。 这 里 也 流露 出 他 对 世俗 

司法 权力 的 轻 项 “你 们 中 间 有 徐 此 相 争 的 事 , 怎 敢 在 不 义 的 

人 面前 求 审 ， 不 在 鞋 徒 惫 前 求 审 呢 ? 蕊 不 知 鞋 徒 要 审判 时 界 

吗 ? 若 世 奔 为 你 们 所 审 , 礁 道 你 们 不 配 审 狸 这 最 小 的 事 吗 ? 纪 

不 知 我 们 要 审 猎 天 使 吗 ? 何 况 今 生 的 事 昵 ? 既是 这 样 , 你 们 若 

有 今生 的 事 当 审判 ,是 浙 教 会 所 轻 看 的 人 审判 吗 ? 我 说 这 话 ， 

是 要 叫 你 和 们 其 耻 。 难 道 你 们 中 间 征 有 一 个 智慧 人 ， 能 审 断 弟 

邢 倍 的 事 吗 ? 你 们 竟 是 弟兄 符 状 ， 而 月 告 在 不 信 主 的 人 面 

前 。”!LU 这 个 昕 想 后 来 成 为 吉 士 享有 基 俗 再 法 散人 免 权 的 根 

据 。 

教士 揭 吕 世 俗 可 法 权 审 送 的 种 免 权 是 教会 独立 于 国家 

的 雪 现 之 一 。 有 关 教 士 避 法 特权 的 发 展 是 一 个 十 分 复杂 的 

法 律 史 和 问题. 法 学 家 们 提出 过 不 同 的 观点 ,前 后 有 变化 ,各 

国 也 不 谎 相 同 ， 我 们 三 这 里 无 意 涉 人 这 个 专业 化 的 法 律 回 

吉 ， 但 育 一 点 是 肯定 的 ， 在 中 人 世纪， 教士 作为 “ 属 灵 的 等 

级 ,一般 说 来 是 不 受 世 恰 法 寿 审 判 的 。 

根据 教会 法 学 家 和 罗马 法 学 家 的 解释 , 教 廿 作为 教士 只 服 

内 教会 的 司法 权 。 因 宗教 和 教会 法 上 的 徘 起 诉 教士 , 无 疑 属于 

主教 管辖 范围 ,但 在 民事 和 刑事 案件 中 ,情况 有 些 复 灯 。-- 般 认 

为 ,教士 在 民事 论 案 中 告 他 人 ,也 属 主教 管辖 。 如 平 信德 告 教 

二 ,和 需 到 主教 法 寿 , 如 主教 不 能 裁决 , 厚 告 可 到 世俗 法 庭 。 关 

涉 数 土 的 刑事 案 ， 教会 道 常 坚持 教士 只 受 教 会 法 庭审 羯 ， 呈 3 

[11 志 至 经 . 册 林 释 前 书 才 ,第 并 童 种 1 一 2 节 1 笛 刚 上 二 点 可 音 }, 第 矣 章 第 15 一 

1 了 和 匈 。 

[2] 32 世纪 中 期 , 英 国 才 特 怕 曙 大 主教 托 杞 斯 :贝克 特 在 此 问题 上 与 英 王 从 生 

冲 糯 。 前 者 坚持 教士 型 畴 只 能 出 孝 源 共 庭 审理 , 世 八 让 麻吉 过 问 i 后 音 认 

汶 ， 表 士 在 受到 孝 会 法 席 杂 东 数 职 钼 分 后 ， 还 应 再 到 国土 法 克拉 有 登 世 从 站 

个。 这 即 冲 变 单 类 必 由 锅 特 付 机 生 佩 的 代价 ,但 二 使 英 王 交 蛮 了 自己 的 要 求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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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样 他 便 可 以 估 受 多 刑 或 禾 残 肢体 的 惩罚 - 世 也 有 人 示 为 ， 

教士 既 可 到 主教 法 庭 也 可 到 民事 法 庭 。 如 到 十 教 法 庭 ， 十 教 

先 上 攻 加 他 :, 即 刊 夺 其 教士 笛 份 ,然后 移送 长 家 芒 罚 如 和 送 诡 世 

俗 法 庭 ,在 他 届 被 主教 刊本 教士 资 格 时 ,不 能 惩罚 。 旭 主教 怀 

缚 判 岂 的 公正 性 ,可 以 扒 返 剥 村 其 教 二 资格 ,下 到 将 案件 所 安 

国王 . 教会 法 的 缀 威 格拉 狼 安 (Cratian) 总 结 记 ,只 砷 在 民事 案 

件 中 主教 拒绝 介 人 ,或 在 刑事 案件 中 教 十 被 贬 轴 ,教士 者 不 能 

受 氏 事 和 刑事 法 庭审 判 。01 

(5) 按 教 阶 制 原则 组 织 教会 ,选举 和 任 侣 教会 各 级 职位 的 权力 

教会 作为 一 个 社团 性 共同 体 ， 是 否 具 有 选举 和 任命 千 绥 

领导 人 的 自主 性 ， 是 衡量 教会 与 国家 分 化 程度 的 关键 标准 。 

糙 则 是 各 组 主教 .修道 院 长 利 教 星 的 选举 和 任 他 ,长 期 成 为 孝 

会 与 国家 发 生 争端 的 焦点 ， 也 是 中 世纪 和 叙 任 权 之 争 的 核心 内 

符 。 

早期 教会 由 依 徒 们 自由 选举 主教 ， 但 当 教 会 与 国家 合流 

后 ,世俗 统治 者 就 要 极 万 控制 教会 领导 人 的 选举 。 在 理论 上 ， 

主教 ,包括 罗马 主教 即 教 旦 , 仍然 像 旱 期 教会 那样 . 由 教区 的 

教士 和 人 民选 举 产生 ,但 在 事实 上 ,世俗 统治 首 在 这 种 选举 中 

自 热 拥有 较 天 的 影响 方 。I 在 中 世纪 欧洲 封建 化 过 程 中 , 教 

会 也 被 纳 人 封建 主义 的 授 封 与 获 叫 的 网 络 中 。 主 教 因 从 地摊 

领主 那里 得 到 分 震 的 土地 而 沦 为 世俗 统治 者 的 附 南 ， 而 世俗 

统 苔 者 以 领主 的 身份 控制 主教 的 选任 。 在 教会 一 方 ， 不断 产 

生 一 种 强大 的 冲动 ， 要 求教 会 从 世俗 统治 音 的 控制 下 解放 出 

来 , 这 种 要 求 通过 11 一 12 世纪 的 人 氢 低 权 之 争 得 以 实现 。1059 

[1 See Carlyley 于 有 Piory 坟 抽 caieeai 严 plittrai Tearyr Ya 由 ,bb.235. 

[3 史 性 纪 风 宝 的 主教 选举 卢 则 是 : 教 反 数 土 和 人 民选 举 , 大 主教 同 前 ,君主 认 上 本 ， 

这 天 个 国 素 莉 二 能 把 上 轿 。 直 到 禹 人 尾 权 过 争 覃 .这 个 毕 刚 得 到 上 们 承认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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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和 共 于 煌 身上 人 太 

本 

年 .在 罗马 召集 的 -次 宗教 会 议 上 ,宣布 教 插 由 枢机 主教 选举 
产生 ， 从 而 排除 了 皇帝 和 罗马 贵族 对 教皇 职位 的 控制 。 根 据 
1122 年 的 《 试 泵 姆 斯 实 教 协定 #, 皇帝 保证 管 国 主教 和 修道 院 

长 按 教会 规定 肯 由 选举 产生 ,他 员 莅 临 选 举 ,并 在 有 争议 的 场 
合 介入 。 和 皇帝 还 放弃 了 向 他 们 授予 象征 宗教 权力 的 轰 下 和 黎 
枕 的 权利 ,而 教皇 则 承认 他 的 世俗 拖 任 权 , 即 以 王 急 经 般 受 圣 
职 者 , 表示 授予 他 们 领地 上 的 世俗 权力 , 包括 封建 财产 权 、 裁 
判 权 和 世俗 管理 权 等 。m1 

叙 任 权 之 争 使 教会 基本 上 获得 了 自由 选举 白 己 领导 人 的 
权利 ， 从 而 也 使 教 权 从 王权 的 控制 下 获得 了 独立 。 它 也 使 孝 
皇 获得 了 控制 教士 的 广泛 权力 。 他 有 权 批 准 、 调 换 和 废旧 主 
教 ,有 权 规 定 主 教 .教士 , 副 主 你 和 其 他 教 职 的 职能 和 权 方 ,有 
权 支 配 被 称 为 "基督 的 遗产 "的 教会 财产 。 他 在 礼拜 事务 和 尝 
教 信 仰 事务 上 肖 至 高 无 上 的 权威 ,教皇 法 庭 被 称 为 “整个 基 
督 教 世界 的 法 庭 , 对 所 有 的 人 呈 交 的 案件 都 有 背 遍 的 管辖 
权 "。121 伯 尔 曼 指出 , 通过 教皇 革命 , 司 西 方 第 一 次 出 现 了 庞 
大 的 僧侣 群体 这 样 一 个 有 组 织 的 阶级 ,他 们 有 与 俗人 相 分 离 
的 生活 方式 、 法 律 和 利益 、 社 会 地 位 。 在 教皇 的 领导 上 下,“ 仙 
但 在 欧洲 第 一 次 成 为 跨 地 方 、 跨 部 落 、 跨 封地 和 跨国 家 的 阶 
级 , 它 实 现 了 政治 和 法 律 的 统一 "。03] 

教皇 的 权力 在 教 涯 革 命 后 仍 在 上 升 。 其 中 最 重要 的 发 展 
基 , 在 1543 一 1563 年 的 特 伦 多 会 以上,，“ 教 里 永 无 错误 ”的 教 

多 得 到 确认 ,教学 开除 教 籍 的 权力 被 加 强 , 所 有 主教 都 宣 耕 完 
全 服 众 他。 这样 .教皇 的 集权 主义 便 在 教会 内 确立 了 起 来 。 

理 国 村 是 本 品 有 此 7 于 有 用 于 台 六 了 本 

玫 证 

[1 3rian Tiermney，7Te Crua 时 人 arrh 各 和 ae，1050 一 1300，miti selected duaionerats ， 

症 , 81 ， 

121 黎 见 吵 闻 入 . J. 们 东 生 :法律 与 革 侧 了, 第 117 一 118 页 。 

(3] 奏 外 喻 朵 条 ']. 伯 和 东风 区 读 律 写 革 合 了 ,第 129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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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 长 期 的 发 展 ,特别 是 通过 教皇 革命 的 作用 , 数 会 形成 

一 个 高 度 组 织 化 .高度 集权 的 权力 体系 。 许 多 学 者 认为 ,教会 

是 第 一 个 近 拒 型 的 集权 国家 ,也 是 近代 集权 国家 的 样板 。 

J. 章 吉 斯 1J.N.TFiggis) 是 最 早 提出 这 -观点 的 学 者 。 他 指 

出 :在 中 世纪 ,教会 不 是 一 个 国家 , 它 就 是 国家 ,， "也 就 是 说 ， 

只 有 教会 本 是 国家 , 面 当 时 其 他 王国 和 帝国 还 不 是 国家 。“ 西 

方 基 督 教 王 国 只 有 - -种 普遍 的 秩序 ， 它 的 真正 名 称 就 是 教 

会 。 神圣 机 马 帝 国 的 确 想 实现 全 权 国 家 的 梦想 ， 但 那个 

国家 只 能 是 教会 。.……… 在 现代 的 意 尽 上 ， 中 世纪 真正 的 国家 

是 教会 一 一 人 和 们 曾 认 为 ， 中 世纪 的 国家 没有 奥 斯 丁 式 的 主 

权 。 对 于 个 别 的 王国 的 确 是 如 此 ,但 对 教会 却 不 是 这 样 。 ”1 

在 他 之 前 的 学 者 ,D. 吉尔 克 (DO.Gierke) ,A. 十 半 尔 、 上 . 殉 . 梅 

特 兰 (F .下 .Maitland) . 卡 林 顿 {Creighten) 等 都 没有 这 样 大 胆 和 

彻底 地 肯定 这 一 点 。 对 此 , G. 天 亭 莱 【Garrett Mattingly) 评论 

说 ,“ 绊 果 , 他 们 没有 一 人 能 够 明确 认识 和 揭示 作为 中 世纪 政 

深思 想 的 基本 前 担 的 内 涵 。 ”上 

已 尔 琶 接受 18 地 纪 英 男 学 者 了, 梅 特 兰 的 说 法 ， 认 为 要 

想 作 出 任何 可 以 为 人 们 接受 的 国家 是 艾 ， 而 这 个 国家 定 交 却 

不 包括 中 世纪 的 教会 , 那 是 不 可 能 的 。131 他 说 :“ 在 略 里 高 利 

七 世 之 后 ， 教 会 具备 了 近代 国家 移 大 部 分 特征 。 它 声称 是 一 

种 独立 的 、 分 等 级 的 .公共 的 权 感 。” 它 有 弄 代 国家 具有 的 独 

立 的 立法 可、 行政 权 和 司法 权 .、 征 税 权 , 它 主 持 的 洗礼 是 - -个 

人 Pr er rohus ;74 一 318 一 2 

[2] JIN .Figgia， 户 pieal zuoughc，jrarma Cermon ia Gramam:1djf 一 4525.introduction, 理 . 

[3] 赴 特 兰 认 为 , 丽 会 是 一 种 联邦 制 嬉 构 , 主 部 管区 县 有 驱 重 服从 关系 :上 既 服 上 愉 

大 主教， 总 最 人 失散 年 ， 督 个 分 教区 也 是 如 出 : 皮 服 锥 主教 管 证 ， 呈 腿 攻 烛 

迁 。 这 梯 一 上 条， 每 个 大 主 拖 管区 其 相当 于 联 畦 制 国 家 的 一 个 朱 - 

1F , 研 .Maitiana ， Romen Cnan 了 em im 二 ECphuroh Enwiari 。 Cambhrigdege ， 189 昌 ， 

pp 0 一 105.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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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获得 公民 权 的 菜 件 ， 它 还 可 以 通过 开除 数 籍 而 利生 一 个 大 

的 全 民权, 的确 ,“ 作 为 独立 的 .有 法 人 资格 的 政治 和 法 律 的 

实体 的 教会 的 发 展 " 表明 , 它 应 该 被 视 为 第 :个 “西方 近代 国 

家 “- “西方 第 一 个 四 家 是 11 此 纪 晚 期 种 12 世纪 郑 马 教 坚 以 

教会 形式 建立 的 国家 .， ”1 

(6 某 些 世 异性 岳 的 权力 

教会 虽然 声称 代表 上 和 之 城 ， 是 “不 属于 这 个 址 界 的 王 

国 ” ,但 它 毕 竟 是 现世 秩序 的 :部 分 。 它 不 仅 是 信徒 的 精神 团 

悼 ,还 是 信徒 的 入 俗 组 织 结构 ,所 以 它 不 可 避免 地 包 洛 和 从 人 

大 量 世 仅 事务。 对 教会 领袖 来 说, 世俗 权力 具有 极 人 的 诱惑 ， 

虐 使 他 们 衣 汲 于 以 精神 权力 之 名 窃取 世俗 权力 。 在 基督 教 统 

党 一 切 、 兴 和 静 一 切 的 时 代 ， 世 俗 与 宗教 事 劳 的 区 分 是 理论 上 

的 ,在 现实 生活 中 两 者 互相 禾 结 , 互相 涂 透 ， 荐 制 不 断 也 理 趟 

清 的 。 比如 信徒 的 婚 妖 向 题 ,从 道德 伦理 的 第 度 看 , 属 站 直 教 

问题 ,但 内 为 它 又 涉及 过 广 . 司 位 、 特权 等 继 队 权 滞 题 , 它 又 属 

玉民 事 和 政 诊 问题 。 攻 约 记 纷 属于 世 众 事务， 但 身 约 往往 以 

信介 为 抬 保 ， 因 此 人 多 有 可 能 适用 教会 法 和 接受 教会 法 院 管 

辖 。 现 实生 活 中 ,许多 事务 部 与 灵 瑰 得 救 有 关 :, 而 这 些 事务 又 

许 于 与 持 恰 秩序 的 复 张 联系 中 。 教 会 部 分 地 受 其 权力 艇 望 臣 

使 ， 部 分 地 出 于 宗教 的 考 感 。 极力 将 世 稚 事务 赋 子 精神 性 特 

征 ,以 摄取 更 密 的 志和 俗 权力 - 

教会 世俗 权力 的 扩张 主要 发 生 在 西 软 马 帝 国 和 解体 后 的 

混乱 时 期 以 及 10 世纪 了 欧 训 的 政治 灾难 时 期 。 这 个 时 期 世人 答 

权力 的 失效 使 主教 成 为 城市 成 地 方 上 天 然 的 领 宙 ， 不 仅 是 

精神 领 李 , 也 是 政 褒 领 由。 他 们 是 地 方 填 的 统治 者 、 裁 判 者 

1 厌 见 哨 罗 定 :1 禁 汞 玫 让 神 与 单 贾 ?9 ,第 136 一 139 334 页 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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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保护 人 ,接管 了 大 量 世 俗 政权 无 力 矢 责 的 世俗 事务 。 1 在 

中 世纪 早期 政治 秩序 极端 混乱 的 时 代 ， 教 会 充当 了 世俗 冲 

窗 的 仲裁 者, 包括 国家 间 冲 突 的 仲裁 者 , 社会 弱势 人 群 ， 扳 

儿 . 寒 妇 等 1) 的 保护 者 ,并 承担 起 举办 社会 划 谷 事 亚 .兴建 和 

主持 坚 院 .学 校 的 责任 。 

在 中 世纪 ， 教 会 这 个 精神 玉 国 同时 也 是 最 旋 大 最 富有 的 

王国 。 它 要 管理 大 量 的 财产 ,向 全 体 居 民 征 收 什 -一 税 ,这 使 它 

掌握 了 巨大 的 经 镜 权力 。 由 于 有 独立 的 经 济 来 源 ， 使 教会 实 

现 了 径 济 上 的 自主 性 。01 在 政党 上 , 教士 们 一 方面 凭借 其 智 

力 优 势 以 个 别 的 身份 广泛 参政 ， 在 各 国王 室 和 贵族 官 廷 充任 

官吏 和 顾问 , 另 一 方面 由 于 他 们 是 社会 上 最 有 势力 .组 织 化 香 

度 最 高 的 利益 集团 ,使 他 们 能 名 以 整体 的 身份 介 人 世俗 政 

治 。 中 世纪 后 期 各 国 建立 的 等 级 议会 中 ,， 教 二 都 作为 第 一 等 

级 而 成 为 议会 最 有 影响 的 -- 部 分 。 [3 在 中 世纪 , 没有 教会 和 

教士 的 配合 与 介 人 ,任何 人 都 管理 不 了 国家 。- 

在 封建 制度 下 ,许多 主教 同时 也 是 封建 领主 ， 被 称 为 

“ 王 候 一 教士 《kings and briests)”。 人 他们 对 臣民 行使 呐 种 权 

力 ， 即 由 主教 身份 而 来 的 宗教 权力 和 由 领主 身份 而 来 的 世 

[1 辩 训 蔽 学 家 座 德 具 指 出 :社会 控制 的 二 到手 般 叱 道 茸 .宗教 寞 泪 律 .在 城邦 

时 由 , 这 三 者 是 本 为 : 体 的 ,. “大 们 通 意 使 用 同一 个 启 来 雯 达 公教 礼 侈 .伦理 

习惯 .调整 潜 竹 的 屠 和 统 方 志 . 城 帮 立 法 .把 所 有 这 一 切 部 茜 必 一 个 整 体 。"”“ 当 

本 罗马 斋 国 册 王 时 . 教会 在 大 的 六 个 世纪 内 基 社 会 控油 的 主要 于 段 .和 而 在 中 

世纪 后 期 . 教会 撤 订 和 教会 祖 律 . 同 国家 的 法 院 隔 等 地 分 掌 对 调理 甘 系 和 安 

排行 为 的 管 转 权 ."!( 罗 ， 席 熏 坟 通 过 法 熏 的 社会 近 制 .让 宗 逮 . 蕴 世 忠 详 . 商 

务 印 节 馆 ,1984, 第 3 40 点。? 

[23] 这 坦 是 高 相 与 王权 冲突 的 -个 重要 诱因 。 特 别 划 中 世纪 本 期 , 征 税 网 题 和 其 

地 财产 问 明 后 为 教主 与 国王 惠 诗 的 首要 原因 。 

[31 古 为 责 族 与 国王 斗争 成 果 的 英国 《大 宪章 的 第 一 部 和 时 后 一 教 【 第 6 就 ) ,部 

是 奖 寺 保护 孝 合 自由 和 特权 的 条 款 。 它 承诺 “英格兰 教会 日 由 ， 其 权利 干 受 但 

犯 , 其 自由 再 受 搁 害 "。1Henry TeHenanpn ，eqd . ， 丰 peumeng 时 二 Fr 人 re 让 

id ， PP 165 一 1 的 .) 从 中 内 见 款 会 黄 肪 在 政 褒 生 知 中 的 作用 。- 

看 中 量 世相 = 

酒 夺 时时， 袜 由 们 昌 

但 芒 滑 |r 灯 野 圣 萝 利 山上 帅 请 于 _ 本 本 本 时 二 二 4 玫 下 本 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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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 权 力 。[10 教 皇 在 教皇 国 也 是 一 身 兼 掌 教 权 与 恪 权 。 在 教皇 

权势 概 盛 的 英 诺 森 二 世 时 代 ， 教 皇 还 成 为 - 批 欧 洲 王 国 和 公 

国 的 宗主 。 在 现实 生活 中 很 难 分 清 ， 教皇 和 主教 的 影响 中 电 

些 是 他 们 作为 国内 干 途 和 封建 条 主 的 影响 ， 哪 些 是 其 作为 精 

神权 威 的 影响 , 两 音 是 混 大 一 起 的 . 

教会 还 有 权 干 预 世 俗 司 法 活动 。 帅 在 罗马 帝国 虞 期 ， 某 

种 形式 的 向 主教 求助 已 经 成 为 其 精密 的 行政 和 司法 制度 的 一 

部 分 。 中 批 纪 的 教会 法 学 家 认为 ,教会 有 融 仕 保 势 粤 者 ,维护 

社会 正六 。[0 主教 有 兴 务 规 蔓 庄 迫 穷 人 的 法 官 和 其 他 人 。 如 

规 动 无 效 , 刚 告知 国 于 ,要 他 阻止 压 谊 者。 有 人 还 认为 ,主教 

可 将 不 昕 劲 租 的 法 官 和 压迫 穷人 的 掌权 者 开除 教 籍 。 有 人 人 主 

张 , 如 果 厚 告慰 疑 法 官 , 有 权 要 求 主教 和 听 审 案 。 甚 至 民事 过 

侍 中 .- 方 可 不 顾 另 一 方 反 对 ,要 求 案件 由 世俗 法 庭 转 到 主教 

法 庭 。 一 些 民法 学 家 也 和 况 同 这 个 观点 。[31 伍 随 着 中 世纪 文明 组 

组 化 程度 的 提高 , 志 愉 权 力 发 展 起 了 严密 的 司法 制度 ,教会 权 

力 则 世 交 事务 的 干预 越 来 越 难以 与 政府 的 正常 工作 相 协 调 。 

于 是 ,到 12 一 1 世纪 ,原来 证 有 问题 的 习惯 变 成 严重 的 冲突 。 

在 政教 冲 罕 中 ， 极 贞 的 教 权 派 还 主张 教皇 有 权 解 除 马 民 

对 和 君主 的 忠诚 上 暂 约 ， 并 害 布 度 删 国土。 这 项 权力 出 于 邢 会 对 

售 徙 的 宗教 管辖 可， 但 却 是 具有 世俗 性 质 的 机 力 。 这 项 概 力 

是 有 极 太 争议 的 。 教 会 曾经 使 用 过 它 ， 但 其 实际 效力 却 大 不 

相同 。 在 皇帝 她 位 不 稳 时 ， 解除 臣民 的 效忠 宣 专 就 奋 味 普 炉 

起 一 场 反 类 ， 可 能 真正 会 导致 皇帝 被 废 点 的 后 果 。 如 果 皇 帝 

[il 纪 妇 在 苇 国 最 有 权势 的 七 个 选 帝 恒 路 . 三 个 大 主教 是 代 圾 礼 意 击 垃 合 的、 在 

选 吾 让 他 们 冯 基 起 领 守 信用。 其 他 四 个 被 理解 为 昆 四 个 民 藤 的 公 栓 , 即 入 二 

友人 . 士 砚 本人. 萨 克 浆 类 和 巴 忆 利 亚 人 的 公 敬 。 

[>] 豆 芋 蓉 庄 森 二 世 秀 径 芝 十 并 囊 各 毒 妇 划 未 起 年 人 利益 的 案 忻 , 他 自称 为 “ 苇 

儿 坦 好 的 傅 务 上 人”. 

[3] See Carlyle ,有 抹 miory 太 村 eoenmy Poriicol 7TReory Yul，[I ,pp.239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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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位 稳 丙 时 ， 这 种 宣布 近乎 一 纸 空 文 ， 并 且 会 招致 皇帝 的 报 

复 ,给 教皇 带 来 屈辱 . 

上 述 六 项 权力 中 , 前 两 项 属于 纯粹 的 宗教 性 权力 ,也 是 

干 松 与 教 权 相 争 中 王权 所 卫 认 的 教 板 的 底线 ,即使 最 极端 的 

王权 少 也 承认 教会 的 这 两 项 权力 。 后 四 项 是 争论 的 焦点 。 教 

权 派 固然 极力 维护 之 ， 而 王权 汪 则 要 求 师 除 教会 的 这 些 权 

力 。 王 权 族 的 要 求 最 终 在 16 世纪 教 会 内 部 的 一 纪 改 革 中 得 

以 塞 更。 

二 ”上帝 和 愧 撒 之 间 :分 离 与 争斗 

当代 基 奖 教学 者 J. 刷 . 波 依 期 (James Montgomerr Boicc) 入 

分 析 耶 稣 关于“ 上帝 的 物 "与 “ 恺 撒 的 虱 " 那 段 话 时 指出 ,在 国 

家 权力 与 基 冰 徒 服从 的 界限 问题 上 ,有 四 种 可 能 的 选择 ， 

(1 只 有 上 帝 有 权力 ,和 理 认 恺 撒 的 往 力 ; 

(2) 只 有 恺 搬 有 权力 ,否认 上 帝 的 权力 ; 

13) 上帝 和 恺 撤 都 有 权力 ,但 恺 撒 的 权力 占 统 治 地 位 ; 

14) 工 帝 和 恺 撒 都 有 权力 ,但 上 帝 的 权力 占 统治 地 位 ，T] 

波 依 斯 认为 第 二 种 最 危险 ,因为 上 帝 的 权力 被 排除 在 外 ， 

习 撒 没有 终极 的 责任 .没有 什么 能 够 约束 他 的 任性 和 残忍 。 

这 上 隔 种 情况 中 , 第 一 种 情况 即 纯粹 的 神权 政治 ,撒母耳 

以 前 的 古代 狐 太 人 国家 积 称 罕 黑 德 所 建立 的 饥 斯 兰 教 国家 

可 为 代表 ; 第 二 种 可 以 古代 中 国 为 典型 ;第 三 情况 可 在 君 士 

(1] Jarnee 和 ontgormery Boiee，Tsop He， 了 oa Lotes。 CHrispuan 司 esPe 卫 8 让 FEzty R 旺 们 mm 

三 auRHre ,PE 13 一 | 9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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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Train 

xi 各 这 灿 示 人 入 

怠 

坦 丁 后 的 罗 芭 帝国 和 东正教 的 俄国 克 到 ; 第 四 种 情 训 属于 

玲 神 权 政 治 ， 出 现在 神权 政治 受到 削弱 或 尚未 建立 起 来 的 

国家 。 其 中 后 两 穆 类 型 都 曾 出 现 于 基 车 糙 文 明 , 在 中 世纪 ， 

它们 分 别 基 王权 派 和 教 权 唐 的 理想 ， 也 是 王 入 占 优 势 或 救 

权 占 优势 峙 的 政治 现实 。 前 者 如 加 洗 条 帝国 和 神圣 罗 轧 六 

国 的 某 个 阶 侦 .后 者 如 英 诺 森 三 世 的 时 代 。 它 们 的 特点 在 

于 ,每 一 方 在 追求 自己 权 方 优势 地 忆 的 局 时 , 也 硼 认 对 方 的 

一 定 权 力 。 和 不 过 在 西方 中 世纪 ， 这 两 种 倾向 住 思 龟 领域 长 期 

并 存 , 它 们 相互 批评 . 攻 计 ,相互 抵消 与 融合 。 其 结果 .在 现实 

政治 生活 中 ,我 们 就 看 到 第 五 种 情况 , 即 悦 撒 的 权 已 与 上 上 帝 的 

权力 氢 相 互 依存 . 又 相互 竞争 、 限 制 和 制约 , 保持 着 紧张 的 关 

系 , 达 至 一 穆 脐 弱 、 微 妙 和 不 稳定 的 平衡 。 这 才 是 中 世纪 基 叔 

教 ( 天 士 教 ) 文 明 的 典型 特征 。 

1 格拉 修 斯 原则 

耶 乓 虽然 区 分 了 上 帝 的 物 和 恺 撒 的 物 , 但 如 我 们 已 经 指出 

的 , 那 是 直接 针对 纳税 问题 而 说 的 。 它 需要 后 世 神 学 家 们 的 阐 

释 和 引申 ,才能 成 为 基督 教 关于 神权 与 俗 权 关系 的 普遍 原则 。 

耶 稚 对 上 币 的 物 与 亿 报 的 物 的 区 分 , 首先 意味 着 基督 教 与 

犹太 教 神 权 政 治 传 统 的 决 虱 , 与 时 马 世俗 政治 现实 的 妥 吕 ,1 

即 面 对 世 俗 的 罗马 国家 ， 他 将 神权 即 宗 教 性 的 权力 限制 在 一 

定 的 范 芒 内 ,从 而 卫 认 世俗 入 力 的 独立 性 和 自主 性 。it2 对 此 ， 

Et “和 君 土 坦 本 和解”{eettlement) 则 碍 时 普罗 革 同 肖 对 希 介 来 伸 权 政和 裕 传 统 的 亚 

协和 对 基督 教 二 元 政 税 观 的 名 分 承认 。 

12] 施 侯 特 曾 把 杷 “对 原初 噬 党 统一 蛋 典 型 的 夕 杰 一 于 督 教 此 的 分 型 ”斯 梳 得 条 

的 解释 , 演 种 分 裂 其 实 源 于 耶 姓 关于 纳税 铝 题 的 那 -全 证 :【 驮 网 尼 项 租 斯 : 

《 启 笠 录 的 宪法 学 说 》. 末 亲 小 椒 选 坊 芭 请 术 特 与 酸 泊 法 学 ?, 录 252 一 253 页。) 



耶稣 不 仅仅 留 下 和 句 训 诚 ， 他 还 在 许 煞 场合 直 止 趴 彻 了 这 一 

精神 ， 而 这 一 精神 又 被 司徒 们 所 发 场 。 这 一 切 部 性 现在 《新 

约 放 中 。 据 曼 斯 菲 钞 德 (Harvey Mansfield) 的 解释 ,基督教 用 新 

芍 的 新 律 法 取代 了 包罗 万 象 的 犹太 教 的 旧 律 法 这 种 新 律 法 

不 包括 刑法 ， 其 控制 范围 并 非 公 共生 活 和 秘 人 生活 的 - : 切 细 

节 。 蒜 约 把 这 类 事务 区 给 届 搬 的 法 律 来 管理 "。[!1 它 表明 , 基 

督 教 月 始 使 没有 建立 一 元 化 神权 政 悼 的 野心 。 

对 和 合 徒 以 后 的 基督 教 而 言 ， 主 要 间 题 是 姐 何 在 世俗 国家 

的 强大 权力 面前 维护 教会 的 独立 。 在 君 土 坦 丁 之 前 ， 教 会 与 

国家 间 外 于 敌对 状态 ， 神 学 家 还 不 可 能 企 望 在 合法 的 性 制 范 

国内 厘定 两 者 的 权力 界限 。 尽 徐 有 人 力图 从 时 期 教 侠 的 思想 

中 挖掘 二 元 主义 的 政治 思想 , [2 但 只 是 由 于 “和 车 士 志 了 革命 ” 

人 看 士 坦 十 和解) 的 影响 , 两 权 在 性 制 内 的 合法 关系 问题 才 

真正 担 上 日 程 。 

面 对 教 权 筱 世俗 权力 大 收 的 危险 . 教父 们 关注 的 重心 在 于 

维护 教会 的 独立 ,使 精神 事务 免 受 国家 控制 的 自由 。 

裁 父 们 形成 一 种 意识 ， 即 认为 政治 秩序 本 身 虽 然 是 正 交 

原则 的 一 个 表现 ,但 同样 的 原则 也 存在 于 另 一 种 秩 序 中 . 即 教 

会 中 。 教 会 是 从 世间 担 对 独立 的 秩序 , 它 不 存在 于 国家 内 部 ， 

而 是 与 国家 平行 的 。 教 会 有 自己 的 法 律 和 上 原则， 自己 的 行政 

权威 ， 它 们 完全 不 依赖 于 图 家 .。 必 为 外 在 于 和 独立 于 国家 的 

教会 权威 ， 副 会 与 国家 的 关系 是 两 个 独立 但 又 紧密 联系 的 权 

力 的 关系 。 所 以 , 挟 管 看 十 下 了 使 异 教 轩 家 变 成 了 基督 救国 

[1 受 斯 非 尔 德 : 长 近代 和 找 证 制 和 中 世纪 的 全 考 制 3. 戟 划 小 轴 选 坊 :《 证 末 煌 与 糙 

治 法 学 ,第 345 扎 。 

[2] 比如 和.E. 卡 斯 仙 里 【Cerard 下 .Caspary1 居 针 构 主 关 的 解 病 方法 ,确认 "两 剑 

志 "”( 精 挤 之 到 与 世 羽 之 齐 ) 出 自 奥 利 金 1DOngenl 而 书 是 一 般 认 江 的 源 于 中 也 

纪 ,机 出 的 说 法 狼 有 得 到 奈 糙 大 的 认同 。1Leater 工 , Field JR，Dipenyr，Pamin- 

扣 了 rd e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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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 蕊 十 灯 动 F 直 

家 ,但 教会 领袖 人 和 们 一 如 题 往 , 仍 坚 持 拒绝 康 认 妊 何 世俗 统 褒 者 

在 精神 事务 中 的 权力 。 如 闭 多 的 教父 矶 大 主教 阿 他 那 收 

(Athanasius) 面 对 皇 帝 对 教会 事 委 的 干预 就 曾 愤 溃 地 说 :“ 救 

会 的 事 与 皇 帝 有 何 相 于 ?” 如果 教会 决 震 了 的 事 还 要 皇帝 托 

准 ， 那 还 要 主教 于 什么 ? 阿 奎 利 亚 的 鲁 菲 努 斯 【Rufinus of 

A&quileia) 在 其 编 年 虫 中 保存 下 了 和 君 士 坦 在 尼 西 亚 公 会 议 上 

对 主教 们 的 讲话 。 根 据 这 个 记载 , 君 士 坦 丁 非常 铺 楚 地 确认 了 

帝国 权力 在 教会 事务 上 的 界限 。 他 坦白 地 承认 ,他 在 精神 事务 

于 对 主教 没有 裁判 权 ,而 主教 对 人 全体 基督 徒 友 有 裁判 权 L0。 

尼 西 亚 公 会 议 后 不 入 ,我们 看 到 ,尽管 荷 西 乌 曾 作为 看 十 

坦 丁 的 教会 事务 顾问 ， 但 他 却 以 最 鲜明 的 语言 指 绝 皇帝 有 任 

何 权 力 干 预 教会 事务 。 他 获 告 肴 士 坦 丁 不 要 干预 堵 令 事务 ， 

因为 他 只 是 个 有 死 之 人 (俗人 人 )。 上帝 已 把 王 国 赐 予 他 , 而 让 

教士 营 管 教会 事务 。 必 要 记 住 就 如 任何 反对 他 的 人 都 是 背 

叛 上 帝 , 商 如 果 他 以 为 可 以 把 教会 事务 置 于 他 的 管辖 之 下 ,他 

就 会 狼 成 大 错 。 卡 莱 和 尔 评论 说 :“ 和 茶 西 乌 的 语气 是 非常 有 力 

的 ,也许 标志 着 那 时 出 现 了 一 种 对 教会 独立 于 败家 更 为 珍视 

的 情 鳍 。“[24 

到 和 安 布 铬 斯 那里 ， 原 来 雪 少 有 些 胶 腊 的 教会 独立 的 要 求 

发 展 成 了 对 教会 与 国家 甘 系 的 较为 清晰 的 界定 。 他 的 言行 在 

政教 关系 土 确立 了 以 下 原则 : 

第 一 ,教会 在 宗教 事务 上 具有 独立 的 管辖 权 ,不 受 世 习 各 

力 的 干预 。 在 他 的 心目 中 ,教会 的 某 些 权利 ,就 其 事务 本 身 的 

性 质 来 说 . 杠 据 上 帝 对 世界 的 安 非 ,是 神圣 的 和 不 可 变 污 的 。 

fl1] 霜 菲 等 斯 这 掠 证 载 的 历史 赢 实 性 无 法 确 斌 ,如果 这 既 话 并 非 磁 士 坦 丁 所 说 ， 

它 至 区 也 反 肌 了 那个 时 代 创 着 非 努 斯 这 样 的 教 舍 人 十 的 砚 上 由。 (See Carlyle， 册 

Epory 呈 y 有 ie Poiura Paory wol,Tp.177.) 

【2 See ibid. ,Vol 工 ,p ,133 . 



国家 的 答 辖 权 不 能 扩充 到 严格 说 来 属于 教会 的 事务 上 。5 

第 一 , 他 清楚 地 意识 到 , 教会 有 自己 的 裁判 权 , 所 有 的 

基督 徒 ,无 论 其 等 级 地 位 如 和 何 都 必须 服从 .皇帝 作为 教会 的 

儿 了 ,世上 须 服从 教会 的 权威 和 纪律 - 旱 权 绝 不 是 任性 的 权 

力 。 兰 帝 在 教会 之 内 ,而 不 是 在 它 之 上 。 虽然 他 承认 世 众 秩 

序 的 神圣 性 , 坚 转 基督 征 有 服从 的 义务 , 俱 是 , 当 统 治 者 严 

重 犯 排 时 ,教士 :必须 于 以 齐 责 。 

但 是, 如 前 所 述 , 在 安 布 洛斯 这 里, 教会 对 薄 众 统治 者 的 

和 营 辖 权 主 要 是 宗教 性 的 ,不 诗 及 世俗 的 惩 司 。 根 据 安 布 洛 斯 ， 

教会 对 国土 及 其 臣民 的 权力 是 裁判 权 (jurisdietion) 而 非 管理 

权 、 统 治 权 ， 它 意 昧 着 这 种 权力 只 是 否定 性 的 而 不 是 肯定 性 

的 ,是 销 极 的 而 不 是 积 裤 的 ,至 少 主 要 特征 是 如 此 。 皇 帝 只 要 

不 犯 教规 ,就 不 需要 教会 的 裁判 。 

第 三 ,神职 人 员 享 有 免 于 志俊 司法 权 审 判 的 特权 。 

卡 菜 尔 认为 “ 安 布 盗 斯 是 教会 独立 的 第 一 个 但 导 者 , 他 

也 是 最 清楚 地 意识 到 皇帝 权力 甚至 在 世俗 事务 中 的 有 限 性 的 

教条 之 一 。 [3 

如 果 说 安 布 洗 斯 的 遇 的 是 在 世俗 权力 占 绝 对 优势 的 条 件 

下 为 教会 争取 宗教 事务 上 的 独立 权力 的 话 , 到 册 古 斯 丁 那 里 ， 

面 对 西 罗马 帝国 播 播 答 难 的 局 势 ， 他 开始 在 价值 地 位 上 抬 高 

教会 ,贬低 国家 。 : * 般 说 来 ,奥古斯丁 并 没有 将 教会 等 同 于 已 

帝 之 城 ， 世 俗 国家 等 同 于 世上 之 城 。 他 基于 琴 个 焉 的 区 分 首 

先是 两 个 社会 群体 的 区 分 , 即 被 拯救 的 和 索 巧 罚 的 , 这 是 “ 末 

所 学 的 现实 ”; 其 次 基 查 据 时 间 和 和 历史 的 两 个 尺度 所 做 的 区 

分 , 即 神 圣 的 .未 世 学 的 时 间 和 地 俗 的 或 暂时 的 历 虫 。 在 世 众 

It 比如 ,俗人 无 种 在 依 伸 问 古 上 上 训 有 两 于 教 上 的 磷 兰 权 , 世 殿 政 府 无 槐 章 年 惑 

占 青 属于 教会 的 财产 等 .。 

[2] 人 村 or OO er YY 上.e.193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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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时 间 蛙 , 两 个 城 是 并 存 的 , 在 形式 上 疫 有 判 然 二 分 ,到 床上 日 

审判 才 真 正 分 开 。 奥 古 斯 丁 的 直接 目的 ， 是 要 将 基督 教 的 未 

来 与 帝国 的 命运 分 和 开 。 但 他 有 的 时 候 就 将 上 帝 之 城 等 同 于 教 

会 , 卢 称 "教会 黄 至 现 企 就 是 基督 的 国 诬 ,天 .之 国 1 虽然 

在 权力 关 素 上 .奥古斯丁 仍然 限 于 为 教会 节 瞩 独立 地 位 , 们 在 

价值 地 位 上 《而 不 是 权力 属 系 上 ), 他 的 息 想 至 少 包 人 痛 背 将 教 

会 置 于 国家 之 上 的 人 慑 癌 。 

奥古斯丁 的 双 城 论 后 管 在 理论 上 意 浆 次 和 还， 但 它 井 不 是 

对 教 权 与 王权 美 系 作 出 的 具体 而 清晰 的 界定 ,这 个 任务 到 5 

世纪 末 的 教皇 格拉 修 斯 一 世 (Gelasius ] ) 那 里 才 得 以 完成 。 出 

于 格拉 修 斯 的 理论 影响 巨 太 ， 并 且 在 后 世 甚 至 直到 今天 才 引 

起 了 无 尽 无 休 的 争议 ,我 们 这 里 需要 将 其 太 蝶 地 摘 孙 下来 。 

在 494 年 写 给 星 帝 的 一 封 傅 中 ,局 拉 修 斯 礼 追 : 

皇帝 足下 :这 个 世界 首先 由 两 种 权 为 统治 着 :牧师 和 神 

圣 的 权威 【auetoritas)》 和 和 皇 涡 的 权力 (potestaasj。 两 者 中 上 

师 的 责任 更 重 些 ,因为 在 来 日 审判 时 ,他 们 要 就 司 王 的 合 

运 和 角 上 帝 作 出 交代 。 您 知道 ,最 仁 枇 的 儿子 ,尽管 克 的 尊 

严 商 距 全 人 类 之 上 ,不 过 在 负责 神圣 事务 的 那些 人 面前 ， 

您 圳 虚 诚 地 低下 头 ， 并 从 他 们 那里 村 求 得 琢 之 道 。 您 明 

白 ， 根 据 宗 教 制度 ,在 神圣 事务 的 接 党 和 正确 管理 问题 

上 ,您 应 该 服从 而 非 统 治 。 在 这 些 事 务 上 ,您 镶 赖 他 们 的 

判断 而 乎 是 使 他 们 届 从 于 元 的 意志 国 为 .如 果 主 教 们 

视 郊 握 有 的 皇权 为 神 所 授 , 在 世俗 事务 中 服从 怎 的 法 律 ， 

那么 请 问 ， 您 应 该 以 怎样 的 热 站 服 从 那些 负 有 管理 神圣 

【11 上 ugEuatine :Ciryr er rod ,天 三 8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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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务 之 责 的 人 们 玫 ? 

在 妃 于 496 年 的 另外 一 段 话 单 ,他 写 道 : 

在 基督 降临 世间 之 前 ,有些 人 虽然 从 车 世俗 事 委 ,都 

正当 与 合法 地 加 时 是 王 和 上 玫 司 。 圣 中 告诉 我 们 ， 者 考 和 洗 

德 就 是 这 样 的 人 人。 魔鬼 世 在 他 的 人 民 中 仿照 这 个 和 做法， 

悦 为 他 总 全 以 蒙 玫 的 精神 雪 求 得 到 像 神 一 样 被 变 鱼 的 要 

利 , 于 是 异 教 的 皇 之 都 成 为 大 祭司 。 但 是 . 当 基 督 这 位 真 

正 的 王 和 牧师 莅临 后, 国王 不 再 享有 上 牧师 的 头衔 , 牧 病 也 

无 权 得 到 星 权 的 荣 亲 。…… 因为 基督 了 和 解 人 性 的 绒 点 ， 

为 了 其 下 员 利 益 ， 以 精妙 绝伦 的 安排 厘定 了 两 着 的 甘 

系 。 他 根据 它们 自身 延 当 的 行为 和 和 不同 的 葡 荣 ， 将 两 种 

反 位 区 务 开 来 ,以 使 他 的 臣民 因 健 康 的 说 菩 而 得 到 兵 救 ， 

而 不 至 因为 人 闫 的 新 狂 而 再 次 间 失 。 这 样 ， 基 督 教 兰 这 

为 了 得 到 永生 需要 教士 ， 软 师 在 世 从 事务 上 依 惠 皇帝 政 

府 的 车 理 。 按 这 种 安排 , 精神 行为 远离 尘世 的 慑 害 ,“ 上 

斋 的 战士 "也 不 会 着 入 世俗 事务 ,而 那些 从 事 世 俗 事 委 的 

和 人 也 不 再 掌管 神圣 事务 。 这 样 ， 两 种 牧 序 都 保持 着 其 谦 

单 , 空 们 部 不 会 通过 便 另 一 方 属 从 于 自己 而 得 到 提升 .每 

一 方 都 野 行 震 别 适合 于 自己 的 职责 。5 

格拉 条 斯 的 语 在 中 世纪 的 政教 之 争 中 无 数 次 地 被 引 生 ， 

既 用 来 帝 持 地 用 来 反对 数 皇 的 权力 ， 既 用 来 捍卫 王权 的 自主 

【11 Rian Tiecrbhey + 了 用 2 世 Htses 吕 碟 并 党 站 rr 这 瑞 pe 二 EPE ， 

Ph .13 一 15. 这 里 的 译文 参照 了 卡 苇 尔 的 英 译 误 利 《便桥 中 世纪 屿 治 怕 想 出 》 

的 引 | 误 。{fCarlyle ,4 下 story 呈 edienad Paelitiear Teory ,Vol 工 .已 .19 本. 时. Rurna ， 

ed -Te Ta6riawe 有 story tf 出 cdeoal Poiear Taoughr pp .2B8S 一 2B9 .1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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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,也 用 来 确认 教皇 的 优越 地 位 - S.M. 弗 尔 德 曼 说 :格拉 和 修 

斯 的 从 奥 古 斯 于 那 里 引申 出 的 "教会 一 帝国 "理论 可 做 不 同 的 

解释 ， 全 消 在 6 个 世纪 里 【〈 即 到 技 任 权 之 当 的 时 代 一 一 作者 

注 ) 被 教皇 和 星 帝 所 使 用 。 11 

关于 这 段 文本 的 真实 普 愉 ， 当 代 学 者 中 仍 有 争论 。 属 拉 

修 斯 的 这 两 段 话 到 底 意 味 着 化 么 ”有 的 学 者 认为 ,格拉 懂 斯 是 

建立 了 一 种 "平衡 的 一 元 主 头 ”六 则 ,但 也 有 人 将 其 解释 为 在 

确认 两 权 分 工 的 同时 将 教 权 置 于 皇权 之 上 - 

卡莱尔 认为 ，S 世 纪 的 理论 特别 是 教 旦 格拉 修 期 一 世 芍 

信和 论文 “建立 在 社会 严格 的 二 元 主 浆 理论 的 基础 上 “- “5s 世 

纪 的 讨论 属于 政治 理论 发 展 的 “个 阶段， 社会 一 元 主 交 概 交 

正在 形成 . “11 卡 莱 东 解释 说 ,格拉 入 斯 天 于 两 种 权力 关系 的 

理论 意味 着 ,“ 在 基督 教 社会 , 精神 和 世俗 入 力 被 委托 于 呐 种 

不 同 的 秩序 ,每 一 个 权 戈 都 来 自 上 帝 ,每 一 个 在 目 己 的 领域 内 

都 是 最 高 的 ,每 一 个 在 目 己 的 领域 内 都 独立 于 另 -个 - “格拉 

修 斯 也 意识 到 ,尽管 两 种 权 感 互相 独立 ,在 各 自 的 领域 中 是 最 

部 的 ,但 它们 还 互相 依赖 , 不 能 互相 脱 亢 联系 。 这 样 , 每 一 个 

在 自己 的 领域 内 是 最 高 的 ,但 在 其 他 领域 内 , 它 又 是 从 属 的 。 

国王 和 社 精神 事务 上 服从 主教 ， 而 主教 在 址 俗 事务 上 服从 国 

王 。 档 拉 懂 斯 清楚 ,两 种 权力 的 区 分 不 会 是 彻底 的 ,我们 不 得 

不 承认 的 事实 在 于 ,在 某 种 关系 中 ,每 一 个 都 具有 高 于 另 一 个 

的 权威 。 进 一 步 说 ,格拉 修 斯 可 能 感觉 到 ,两 者 中 哪 一 个 更 高 

的 问题 不 可 能 完全 被 回避 。 他 的 确 只 限于 论证 ,教士 的 职责 

更 重 些 ， 所 以 , 格拉 偿 斯 原则 属于 二 元 主义 原则 “明确 的 社 

会 权威 二 元 化 理论 没有 人 比 格拉 禾 斯 做 过 更 请 晰 的 讨论 。 但 

[1] Sephen 了 .Feldman ，Pyease 呈 站 于 本 的 上 Me 几 解 erry 站 rainam ， 明 riood isrory oo 

二 SeParGROO 坪 攻 HT 中 ne PS- 

12] Carlvle ,4 Bkory 时 册 edepgy Peiaaral Jeorr Ya. 工 Dp, 185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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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的 理论 也 向 我 们 表明 这 个 理论 不 断 遇 刘 的 困难 。 ”6 

B. 特 尔 纳 相伴 ， 格 拉 艇 斯 的 话 娩 可 被 解释 为 支持 平衡 

的 一 元 主 久 ,也 可 被 解释 为 支持 教 旺 优 亿 《superiority) 0 而 

D.S, 克拉 克 (David S.Clark) 玖 格拉 和 修 斯 的 理论 归结 为 “更 平 

衡 的 二 死 主义 ”。[3] 

但 另 --- 些 学 者 以 为 ， 格 拉 修 斯 实际 上 将 教 权 置 于 于 权 之 

上 ,。 雷 . 马尔 曼 指 出 , 从 皇帝 的 立场 看 , 格拉 修 斯 的 思想 即使 

不 能 解释 为 必 撒 一 教皇 主 愉 、 至 少 也 表明 了 对 平衡 的 二 无 让 

穴 一 一 平分 权力 一 一 的 支持 -可 对 格拉 修 斯 来 谤 ,皇帝 权力 起 

源 于 上 帝 的 意 习 在 于 ,皇帝 在 罗 妆 大 公教 会 的 痊 世 贞 体 之 内 ， 

并 不 部 味 着 皇帝 与 教皇 平分 秋色 。 在 间 世 教会 僵硬 的 教 防 制 

内 ， 只 有 有 教士 有 资格 在 神圣 的 和 宗教 的 事务 上 进行 教导 和 发 

布 措 示 ,只 有 教皇 至 高 匹 上 。 的 乌 尔 曼 试 为 :这 里 并 设 有 提出 

“基督 教 社 会 任何 形式 的 均衡 的 二 元 主 交 ”, 它 提出 的 上 只是“ 劳 

动 分 工 幅 则 ”。15S. 风 . 弗 尔 德 曼 也 认为 ,在 格拉 修 斯 看 来 ,教会 

权力 比 皇 帝 的 “更 重要 ”,“ 他 建立 的 是 非 平衡 的 .元 主义 , 皇 

帝 分 享 了 权力 ,但 教皇 行使 比 皇 帝 更 多 或 更 重要 的 权力 。 [9 

还 有 些 学 者 注意 到 格拉 修 斯 在 论述 教 权 与 王权 时 使 用 了 

林 同 的 术语 , 即 他 赋予 牧师 的 是 “权威 ”tauctoritas) , 而 用 于 星 

帝 的 术语 是 “权力 ”(potestas)。 下 . 卡 斯 凰 尔 (Erich Caspar) 搜 辩 

[Il jbd.,p.192- 

[23] Brian Tierney .Fe Crigis or PharrR 是 Sr 可， 05 人 一 了 TD ii Sejerted Deumaentia ， 

P .1 - 

「31 See Stcphen 了 贾 , Feiirman ， 天 ene 机 on ee 玉 和 5 4 Merry 衬 Rryarreaz， 骨 站 rice 

Jarory 呈 二 Sparaaunn 叫 人 arrh ana Se ,6.300. 

1] 可 .Timann，7Re ro Papeul opernpzrru mm 专 c 于 ec， London， Metkhuecn， 

1 呈 7 和 ,pp .1320 23 . 

551 机 alter Timann .Me 由 eths Potieteadg Thougie ,PR ,4Z 一 汗 3 ， 

[看 ] ”Stephen 了 ,Feldman，Pieose Pom 1 必 E 有 制 e 册 膨 er 区 有 rat ， 册 Drrticql 朋 enpry 

村 隔 e Proorr 人 Ptnrc 下 or Sa 昌 .23 

了 

可 付 消 |mJr 村 亚 济 下 项 川 贿 下 二 直击 是 开本 m 本 二 本 本 [时 有 里 研 时 于 二 二 上 二 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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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，“ 权 态 " 意 昧 着 由 实际 力量 支持 的 真正 的 最 商 权 方 , 而 ” 权 

践 ”人 包 仅 是 道德 影响 力 。 这 穆 解 读 使 教皇 的 陈述 与 拜占庭 皇 

禹 本 人 的 立场 一 化 了 。 人 了 但 其 他 一 些 学 者 则 对 这 两 个 术语 作出 

了 娘 外 的 诈 释 。 如 克 , 马尔 芭 指 出 .根据 格拉 修 斯 所 获悉 的 罗 

马 法 语言 “权威 "可 以 指 内 在 的 统治 权利 “权力 " 仅 是 执行 命 

令 的 代表 性 的 行政 权力 。 根 据 这 种 解释 ， 这 段 话 是 教皇 神权 

理论 最 初 的 表达 。 还 有 其 他 学 者 认为 ， 这 两 个 启 是 在 相同 意 

兴 上 使 用 的 ,格拉 外 斯 使 用 不 同 术 语 仅 低 是 为 了 收 荐 的 考虑 ， 

没有 多大 意 交 ,只 是 避免 用 十 重复。11 

如 果 仅 仅 从 字面 土 看 ,我们 能 舰 肯定 的 是 ,格拉 修 斯 在 这 

里 广 式 阐述 了 政教 分 工 的 原则 , 即 主 教 ( 牧 是) 权力 和 画 王 ( 皇 

帝 ) 权 力 分 开 的 原则 。 我 们 知道 , 轴 马 帝国 的 传统 是 两 权 的 合 

并 ,格拉 修 斯 向 皇帝 申明 的 原则 是 针对 这 种 传统 的 ,是 对 教会 

长 期 独立 要 求 的 - -个 完整 的 概括 。 所 以 五 . 沃 格 林 称 其 为 “中 

世纪 教会 自由 的 大 宪章 ”是 不 无 道理 的 。!2! 只 有 基督 有 资 覆 

同时 是 王 和 上 祭 本， 但 人 类 的 权力 此 须 将 两 者 分 开 。 无 论 他 所 

用 的 “权力 "种 "权威 "术语 的 实际 意 区 如何 ,他 的 确 明 百 无 误 

地 和 否定 了 加 马 皇 帝 “牧师 一 国王 ”的 身份 , 将 原本 结 人 台 一 体 的 

权 位 璧 成 两 半 ， 其 中 : 半 纵 了 主教 。 他 把 人 类 生 医 区 分 为 两 

个 逢 此 独立 的 领域 ,建立 了 两 个 彼此 独立 的 权力 体系 ,其 中 每 

一 个 在 自己 的 领域 内 都 是 最 丙 的 ， 每 一 个 在 史 一 个 领域 中 者 

要 服从 履 一 个 权 感 。 

在 两 权 区 分 的 基础 上 上， 格拉 笨 斯 给 了 主教 更 高 的 权力 

吗 ? 这 是 一 个 不 易 回 管 的 问题 : 根据 基督 教 信 虱 , 精神 板 力 

在 价值 体系 上 无 疑 比 世 俗 权力 更 尊 址 ， 这 是 大 家 都 能 搓 有 党 

[1] 总 et 再 man Tiermey :Te 下 rr 三 人 有 rt 上 员 SEE 了 人 5 人 erhemus 。 

bh ,lt 一 11. 

[2] Er Wuegelie yy 本 Br 二 De Te 和、 了 ae masvp, 5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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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。 格拉 修 斯 在 此 基础 上 区 癌 前 多 走 了 一 步 , 即 声称 主教 要 

对 皇帝 的 灵 吏 得 救 对 上 帝 负 责 。 但 格拉 人 履 斯 所 伸张 的 教会 

权力 严格 局 限于 守 教 事务 领域 。 他 设 有 像 后 来 的 教皇 那样 ， 

认为 王权 源 于 教 权 ,凌驾 于 王权 之 上 ,他 只 是 主张 在 关 涉 录 

魂 得 救 的 问题 上 ,皇帝 个 人 要 服从 笋 师 。 他 没 有 试图 估 村 二 

权 的 世 份 地盘 , 因为 他 的 前 提 是 在 世俗 事务 上 , 牧师 要 最 从 

星 帝 。 区 .马尔 曼 - 诬 学 首 迷 和 失 于 文字 的 考证 中 , 而 忽略 了 

以 恩 想 中 发 展 的 长 过 程 和 当时 的 大 背 基 中 对 有 关 思 想 意 沈 

的 考察 -1 作为 教皇 .格拉 修 斯 的 重心 在 于 强调 教会 的 权力， 

这 是 事实 , 但 他 所 处 的 时 代 , 皇权 绝对 高 于 教 议 , 他 只 有 提升 

教 权 ,才能 达 至 两 权 的 二 元 分 化 和 平衡 。 在 那个 历史 时 期 , 教 

会 所 要 求 的 只 是 在 宗教 事务 上 的 独立 ,格拉 修 斯 也 设 有 超出 

这 个 范围 。 他 虽然 声称 教 权 旬 重 要 ， 但 并 不 指望 将 教 权 置 于 

王权 之 上。 所以， 尽管 后 世 的 人 人 们 可 以 从 格 拉 休 斯 的 中 弛 | 

申 出 不同 的 理论 ,但 是 他 的 基 万 倾向 是 一 和 主 交 的 。 1 

2 教皇 君主 制 理论 

格拉 修 斯 在 原则 上 将 教 权 和 王权 分 离开 来 ， 为 基督 教 

二 元 主义 政治 哲学 担 供 了 一 个 出 发 点 ， 伍 如 果 使 一 元 主义 

真正 确立 起 来 ,还 需要 为 教 权 更 征 充实 的 理论 基础 。 在 西 

方 , 教 权 汇 聚 于 教皇 的 职位 上 , 教 权 的 成 长 是 通过 教皇 地 人 二 

和 权力 的 上 升 表 现 出 来 的 , 所 以 , 在 理论 上 , 为 各 强 教 权 所 

It 如 有 上 持 学 者 指出 的 .即便 从 玄 字 上 考察. 乌 庆 杰 的 现 点 也 失 之 于 睛 耐 。 因为 悄 

拉 以 斯 在 另外 的 地 市 ,对 两 种 权力 都 全 用 了 "机 力 "1poteqtma) 梳 间 。1See Joacph 

Cannins . 册 Fistory 避 jeadaeaal Polttacal Hergii 700 一 1450.n.15-)} 

[23] 即 仑 基 这 个 伸 斐 孝 要 独 立 的 二 元 主 衬 ,在 当时 也 只 时- 种 过 高 的 要 求 而 非 

现实 。 野马 帝 同 的 政策 和 法 律 制 度 想 本 设 有 接 爱 二 元 主 立 观 得 。 

昔 否 和 卉 灯 坦 了 要 岩 和 于 因 川 慷 

隆 硬 电 有 和 和 丰 款 生 

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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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的 论证 ,就 集中 概括 为 教皇 君主 制 理论 。 
所 请 教皇 君主 制 理 论 由 两 个 方面 的 内 容 构成 ， 与 教会 

概念 的 广义 与 狭义 相对 应 。 一 方面 它 是 对 教皇 在 教士 团体 
(狭义 教会 ) 内 和 教 阶 制 阶梯 上 刹 主 般 的 权 方 和 地 位 的 论 
证 ; 另 一 方面 涉及 教务 在 整个 基督 徒 共同 体 〈 广 义 的 教会 
内 与 王权 双 峰 对 峙 的 关系 和 相对 优势 的 地 位 。 

受 男 池 政 府 和 法 律 体制 的 影响 ， 从 4 世纪 末 到 整个 5 性 

纪 ,教皇 权力 已 经 组 织 成 为 与 政府 机 构 一 般 。 从 这 时 起 , 教 星 

的 权力 就 包含 两 个 要 素 : 一 是 他 作为 牧师 和 导 鲁 的 纯 精 神 性 

的 权力 ; 一 是 他 对 于 教士 和 和 售 徒 以 政府 的 方式 行使 的 管辖 

权 -。 真正 重要 的 和 惧 弄 教 星 制 度 特 点 的 是 后 者 。 因 为 教会 不 

是 纯粹 的 信徒 的 精神 共 所 体 ， 它 是 需要 管理 的 往 徒 的 侍 世 共 

同 习 。 教 振作 为 这 个 共同 剧 的 最 高 首脑 ， 以 法 律 手 段 和 政府 

的 组 织 形 式 行使 他 的 管辖 轰 。 

5 记 纪 起 ， 罗马 主 载 开 始 要 求 在 教会 内 部 专制 疹 主 般 的 

地 位 ,这 个 要 求 既 针对 全 体 教 徒 , 也 针对 各 地 教会 。 遇 从 而 形 

成 了 教皇 君主 制 理 论 。 

教皇 君主 制 理 论 的 神学 依据 是 前 面 引证 过 的 4 圣经 4 中 的 

那 段 话 。 惠 鳅 对 认 出 他 是 基督 的 彼得 说 :我 痪 把 我 的 教 从 建 

造 在 这 普 石 上 ，…… 我 要 把 天 国 的 钥匙 给 你 ， 凡 你 在 地 上 所 

捆 世 的 ， 在 天 上 也 要 捆 钱 ; 凡 你 在 地 上 所 释放 的 ， 企 天 上 上 也 

玫 释 履 。” 呈 以 及 相关 的 另 一 段 库 , 耶稣 吟 哇 彼 得 说 :你 牧 

养 我 的 羊 。"I3 对 于 这 两 段 径 文 的 解释 涉及 到 : 谁 是 教会 建立 

[ti] 在 理论 上 ,各 地 的 部 会 本 来 是 平等 的 , 轴 马 主教 5【 即 后 来 的 教 后 ! 也 量 主 教 团 

中 平等 的 一 员 ,内 在 埋 荣 上 商 于 其 他 主 孝 。 

[2] 专 圣 各， 马术 福音 ,第 工人 章 第 18- 一 13 节 。 

[3] 《和 圣经， 的 四 福音 》, 第 II 章 第 45 一 17 节 。 同 样 的 话 耶 肯 问 德 得 重复 了 三 防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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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其 上 的 “ 艇 石 "? 蚌 耶稣 本 人 有 术 是 彼得 ?教皇 解 赤 为 彼得 。 另 

一 个 问题 是 ， 捆 纯 和 释放 "的 权力 意味 着 什么 ?是 与 罪 有 关 的 

引 精 神 意 义 还 是 具有 管辖 权 的 意义 ?” 教 泽 认 为 是 包括 尘 直 的 

管辖 权 。 

彼得 被 认为 在 耶稣 的 [门徒 中 具有 特殊 地 位 ， 而 罗马 教会 

与 他 能 攀 上 特殊 的 亲 录 关系 。 彼 得 甸 在 罗马 传教 并 在 此 型 

教 , 罗马 教会 逢 认为 是 他 创建 的 。01 后 直 的 村 马 主教 们 利 几 

了 仿造 的 圣 咎 得 转变 继 戌 权 的 玄 件 来 将 自己 说 成 和 锌 得 的 直接 

继 半 人 。 0 根据 该 文件 , 罗马 教会 的 第 一 任 主教 征 得 在 枫 马 

公 人 类 面前 ,把 目 己 "捆绑 和 释放 ”的 权力 变 给 了 继任 的 主教 克 

莱 门 特 (Ciement [ )。 据 此 ,教皇 成 了 基督 授予 被 得 的 权 万 和 

职责 的 人 台 法 继 藉 者 ,继续 行使 着 与 彼得 同样 的 权力 。 

教 星 利 贷 一 摧 (Lee 工 充分 利用 上 还 根据 主张 教皇 具有 

帮主 般 的 权力 。 他 声称 ,基督 对 彼得 讲 的 那 段 话 , 环 仅 建 立 了 

一 个 特殊 的 社会 ， 还 建立 了 一 个 适应 它 的 政府 。 这 个 政府 的 

领 字 即 教 星 。 教 时 是 基督 授予 彼得 的 权力 和 职责 的 合法 继承 

者 ， 继 续 行 使 着 与 彼得 同样 的 权力 。 利 奥 通 过 强调 教皇 在 教 

会 中 的 首席 和 首脑 地 位 ， 发 展 了 教皇 政府 的 看 主 制 形式 。 人 埋 

均 曾 将 教会 说 成 是 基督 的 身体 ,对 此 利 奥 发 挥 道 .以 教皇 为 领 

字 的 罗马 教会 是 它 的 头 , 其 他 教会 则 是 身子 和 成 员 。 

科 奥 还 提出 一 个 著名 的 理论 . 即 教皇 是 “ 圣 彼 得 的 不 称职 

的 继承 人 ”。[31 根 据 这 -- 理 论 ,教皇 继承 的 是 彼得 的 职位 而 不 

是 其 个 人 品质 和 才能 { 如 行 神 迹 的 才能 )。 它 董 教皇 的 职位 与 

占有 该 职 他 的 个 人 区 分 开 来 ,无 论 教皇 个 人 蔓 质 如 何 ,他 都 台 

法 地 享有 与 彼得 相同 的 权 方 其 权力 来 源 于 其 教皇 公职 。 对 

Litjl 田 蕊 教会 因 逢 得 而 被 称 为 "各 教区 之 母 和 学 师 "。 

【21 该 详 件 出 更 于 2 世纪 本.4 世 纪 林 或 5 世纪 初 被 从 希腊 冯 译 威 拉丁 误 。 

[3] 。 See 本 allcc Ulimann ， em Podgrral 了 pitrFr ,了 5 . 

本 置 重 证 0 生 者 是 小 熙 - 半 五 上 

但 于 未 Fr 灯 可 于 走 寺 山川 情 有 由 是 重 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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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, 本 . 才 宁 议 :“ 这 是 为 整个 中 世纪 教 苦 所 坚持 的 耶 们 和 大 的 

基本 区 分 的 基础 。 I1 这 个 理论 还 认为 ,教皇 并 不 是 继承 其 前 

任 ， 而 是 不 经 中 介 直 接 继 举 彼得 。 每 一 位 教 旦 的 权力 都 直接 

来 自 征 得 。 其 性 项 是 “ 立 沙 权 ”, 即 颁布 法 律 , 宜 布 店 该 做 什么 

和 不 该 做 什么 的 权 万 。 

教皇 理论 的 顶 操 是 贱 子 教 旺 君主 是 的 地 位 。 根 据 这 个 理 

论 , 教 旦 位 于 教会 之 上 ,也 处 于 鼓 会 之 外 。 作 为 信徒 团体 的 教 

会 设 有 上 自己 加 有 的 权力 ， 它 所 有 的 其 它 的 个 别 袜 员 所 有 的 职 

南都 被 视 为 来 日 教 蛙 。 彼得 是 源泉 ,一 切 立 流 从 中 流出 : 教会 

害 钢 为 未 成 年 者 , 需要 教 旦 “指引 和 教导 "。 由 于 教会 并 没有 

把 任 和 何 权力 授予 教 洗 ， 所 以 也 设 有 合法 手 钱 有 剥 年 教皇 的 要 

力 。 教 皇 是 至 高 无 上 者 , 弛 不 受 尾 何人 审 兰 ,也 不 能 被 轩 免 。 

教皇 理论 还 从 & 旧 约 # 中 受到 启发 。 在 《 旧 约 全 书 ?中 , 常 出现 

统治 者 在 人 民 " 之 上 ”, 在 其 臣民 “之 上 ”行使 统治 权 的 说 法 :这 

一 观念 助长 了 教皇 具 腕 对 极力 ， 而 教徒 对 教皇 却 设 有 性 何 

权利 的 思想 。 教 皇权 力 被 解释 为 神 的 恩 监 和 特许 ， 因 此 它 不 

受 志 恰 权 力 的 于 涉 和 侵犯 03] 

教皇 被 赋予 看 主 般 的 地 位 ， 其 意义 不 仅 在 于 确立 教皇 对 

教会 事务 和 一 般 信 徒 的 独断 和 至 上 的 管辖 权 ， 使 罗马 教会 继 

了 素 了 罗马 帝国 统一 和 专制 的 传统 并 将 其 带 答 中 世纪 西欧 ， 还 

在 于 它 合 教皇 具有 了 抵制 皇权 侵犯 的 最 有 力 的 理论 武器 。 教 

量 地 位 的 确立 是 孝 会 独立 性 量 有 万 的 保障 。 

在 与 俗 权 的 关系 上 ， 教皇 理论 直接 向 当时 官方 的 旺 帝 理 

论 发 起 挑 成 。 皇 帝 理 论 不 能 接受 者 会 与 帝国 的 二 元 论 ， 它 坚 

持 同一 个 实体 既是 帝国 ， 又 是 教会 。 同 样 ， 它 也 不 承认 皇 帝 

「1] Joseph Canning 4 pory 时 出 genal Po TREE 3 了 0 一 了 5 3 了 31 . 

[ 2] 号 码 alIer Latn ea OU 了 内 2 让 已 .了 2 一 了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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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主教 的 区 分 ， 因 为 皇帝 是 她 上 的 上 帝 ， 他 同时 也 是 教士 。 
皇帝 与 教皇 的 分 歧 非 常 明显 ， 他 们 从 不 同 角度 看 待 同 一 个 社 
会 实体 。 对 皇帝 来 说 ， 正 是 -个 纯粹 和 简单 的 罗马 帝国 成 为 
基督 教 的 ;而 对 教皇 来 说 ， 这 个 实体 是 教会 (包括 教士 和 众 
人 )， 它 丛 巧 成 为 罗马 帝国 。 同 一 个 实体 ， 皇 帝 把 它 看 成 
“基督 教 的 罗马 帝国 ” ， 而 教皇 将 其 视 为 “罗马 的 基督 孝 
会 ”。 在 皇帝 看 来 ， 既 然 这 个 共同 体 是 帝国 ， 他 作为 领受 神 
命 的 君主 ， 对 其 世俗 事务 和 精神 事务 握 有 全 权 。 由 于 教会 事 
务 关 涉 帝国 的 内 聂 力 、 团 结 和 安全 ， 所 以 他 必须 有 权 裁 决 教 
文 上 的 纠纷 ， 控 制 主教 的 任命 。 而 对 教皇 来 说 ， 既 然 这 个 实 
体 是 教会 ， 那 么 谁 有 资格 为 其 制定 信仰 和 教义 ? 谁 有 资格 为 
其 立法 ? 谁 有 权 控 制 教会 组 织 ?显然 ， 从 这 个 角度 提出 问题 ， 
只 能 得 出 有 利于 教 旦 的 回答 。f 

在 与 皇权 的 关系 上 ，, 教皇 君主 制 理论 的 要 点 在 于 , 第 一 ， 
员 除 皇权 中 的 宗教 权力 , 将 其 划 归 教 皇 ; 第 ,强调 皇帝 也 是 
教会 成 员 ,是 教会 的 儿子 ,也 就 是 教皇 的 儿子 。021 在 宗教 事务 
上 要 服从 教皇 的 管辖 仅 。 结 果 ， 教皇 成 为 基督 教 共同 体 中 至 
高 无 上 的 主权 者 ,而 皇帝 则 被 贬 到 次 要 的 位 置 。I3l 

4 世纪 末 的 安 布 将 斯 首先 总 布 本 皇帝 在 宗教 事务 上 必须 
接受 主教 管辖 的 原则 ,并 将 其 成 功 地 付 诸 实践 .但 他 并 没有 接 
受 罗马 教 宗 的 首席 管辖 权 。 

5 世纪末 的 格拉 修 斯 为 中 世纪 教皇 君主 制 理论 蔓 定 了 基 
础 。 如 前 所 述 . 他 明确 地 并 术 了 一 元 土 义 原则 ,将 教 权 与 王权 
分 开 , 同时 , 他 还 进一步 把 教 权 归于 罗马 教 宗 , 主张 皇帝 要 服 

[1 Ser 要 alter Unann , 叶 ediesaz Polirical Youeghr ,pp ,38 一 39， 

[23] 让 中 世纪 ,. 皇 斋 铸 称 为 " 札 攻 会 特 共 的 下 子 ”. 

[31 教皇 总 是 谦 束 地 自称 沟 "“ 上 帝 的 杂 疏 之 仆 " .但 实际 上 却 壕 求 入 间 ”从 主 之 主 ” 

的 地 忆 - 

营 轩 条 F 灿 村 玉 十 吉川 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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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j 和 注 廿 煌 条 上 埋 

下 ] 

从 教 宗 的 指导 , 教 实则 受 上 帝 和 使 徒 被 得 的 指导 。 “不 论 在 任 
何 时 候 , 无 人 得 储 借 任何 惜 口 , 散 岸 地 认为 自己 高 过 教 尝 。 根 
据 基督 的 命令 , 教 宗 高 于 所 有 的 人 和 每 一 个 人 ,普天 下 的 教会 
应 永远 承认 孝宗 是 教会 的 领袖。”fT1 格拉 修 斯 强调 使 徒 宝座 
的 权力 。 在 神圣 事务 上 ,世俗 权力 应 当 从 主教 ,特别 是 圣 彼 得 
代理 人 那里 学 习 而 不 是 判断 “如果 信 的 人 应 该 服从 有 权 管 
理 神 圣 事 务 的 所 有 教士 ， 他 们 更 应 该 服 众 上帝 胃 于 所 有 教士 
之 上 的 主教 。”12] 

教皇 君主 制 理 论 在 5 世纪 葛 堂 了 基本 原 财 ， 在 中 世纪 最 
声 的 几 百 年 中 ， 它 又 得 到 进一步 发 展 。 它 的 发 展 主 要 表现 在 
两 方面 ,一 是 将 这 些 原 则 具体 化 ,二 是 为 其 提供 更 充分 的 理论 
很 据 , 包括 神学 的 .法 学 的 、 历 史 的 等 等 。131 这 里 我 们 略 过 数 
百年 的 具体 发 展 过 程 ,直接 进 和 人 它 的 成 熟 形 态 。 

一 直到 11 世纪 中 期 , 教 摆 君 主 制 理论 主要 停 贸 在 理论 形态 ， 
是 教 挟 不 断 提 出 的 一 种 要 求 。 它 呈 于 教皇 的 最 重要 的 一 些 权 力 
在 数 百 年 中 并 没有 实现 ,有 的 只 是 偶尔 得 到 实现 。 也 就 是 说 . 它 还 
没有 完全 定型 为 合法 的 体制 。 但 是 它 作为 一 套 在 教 权 与 俗 权 关 
系 上 的 价值 观念 , 为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所 接受 , 教会 领 糙 也 将 其 作为 
确定 不 物 的 日 标 。 终 于 ,到 11 世纪 下 半 时 的 教会 慌 昔 运动 中 ,一 
套 成 熟 的 教皇 铬 主 制 理论 被 宵 布 为 这 场 改革 运动 的 纲领 。 

1073 年 ， 最 坚定 也 最 狂热 的 教会 改革 派 领袖 需 尔 德 布 兰 
德 {Hildebrand) 登 上 教皇 宝座 , 即 格 里 高 利 七 世 (Gregory 碍 )。 

在 他 的 狗 领 下 , 教 权 派 怀 着 教皇 君主 制 的 理想 ,向 王权 发 起 了 
攻击 。1075 年 ， 格 里 高 利 七 世 在 一 份 文件 中 宣布 了 教会 改革 

[1 引 自 隆 理 主编 芍 基督教 一 干 年 中 一 一 自 :世纪 至 当代 》 ,第 201 页 - 

[2z] Brian Tiemmey .rapip of parri 觅 Stat TD5D 了 00 in eleeted Joorank ,PP 14. 

[3] 邢 士 们 为 了 给 教 权 提 世 殷 据 ,不 惜 协 秸 出 《和 灶 士 坦 丁 赠礼 ?3 《的 局 西 案 尔 赦 

他 疗 4. 屎 机 尼 迪 克 特 ， 利 叭 堪 文 将 3 等 文件 - 



的 网 倒 。 我 们 将 其 选 摘 如 下 : 

(1 罗马 教会 由 上 帝 单 狂 创 建 。 

{2) 只 有 办 马 教 宗 能 正 举 地 称 为 闭 世 的 。 

(3 只 有 他 能 辟 康 吕 主 教 或 使 其 复职 ， 

(9) 了 从 有 教皇 的 脚 能 被 所 有 的 王 候 啤 。 

(12) 他 能 雇 肝 皇帝 …… 

(14) 如 他 愿意 ,他 有 权 任 命 任 何 教 会 的 教士 …… 

116) 没有 他 的 命令 ,宗教 会 斌 咎 能 称 为 太公 会 说 。 

(17) 没有 他 的 认可 . 妊 何 书 或 其 章节 都 不能 视 为 教会 法 

规 。 

118) 任 何人 都 千 能 撤销 他 的 任何 兰 决 ,所 有 人 中 惟有 他 

一 人 能 撤销 这 种 判决 . 

(19) 他 自己 不 爱 任 何人 审判 ……- 

【22) 轴 蕊 台 会 从 未 犯错 误 , 也 永和 不犯 错误,$ 圣经 少 作 

证 。 

(25) 他 可 以 不 通过 宗教 会 议 废 贺 主 载 或 使 其 复职 。 

{126)1 一 个 人 如 果 不 与 罗马 教会 怪 持 一 致 ,就 不 能 称 为 

太公 教会 的 。 

{27) 教 皇 能 解 珍 不 义 之 大 的 臣民 的 息 诚 团 的 。 50 

这 份 文 件 今天 称 《 教 乍 写 言 ?#, 这 里 即使 设 有 旱 括 教皇 历 

来 所 村 求 的 所 有 权力 . 笃 少 已 经 将 最 重要 的 权力 官 布 了 出 

训 。 

[1] 

【21 

D 教 择 君 主 制 理论 在 这 里 达到 了 它 的 质点 。 

有 下 am 本 昌 rruay ， 了 让 二 芋 rHH 全 人 有 WE 有 SaiP， 了 站 5 和 一 于， 上 rpeeteil itmaerhats ， 

pp -43 一 多 . 这 份 文 性 夹 在 格 里 商 和 的 1075 年 3 月 正式 档案 中 ,但 它 是 再 出 证 柳 

里 商 利 之 手 有 时 有 和 争 说 。1Siephen 网 ,Felkiman， Peare Penm "上 Ri We 4 rry 

丰 mErrrkrsy 网 下 让 本 有 ory 夺 十 SePtraEEDn 号 Rnre 下 全 Se PS .) 

鹏 - 马尔 曼 说 :“ 其 矶 中 的 更 点 固 , 这 些 稍 议 有 出 往 蓝 皇 和 教会 玄 献 所 设 

有 担 到 的 新 东西 , 它 是 将 以 社 孝 各 所 要 求 的 权力 以 简洁 的 方式 归纳 到 -起 -.” 

《可 alter LUJpeun ， 几 肿 下 有 Ebary 本 和 po im ie 和 Rts Mwes m 153.) 

| 

看 一 一 一 查 再 六 必 营 可 六 定 山上 川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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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教 权 与 王权 之 争 : 就 袁 台 低 ? 

在 这 里 和 下 -- 节 ， 我 们 将 聚焦 于 以 叙 任 权 之 委 【107s 一 

1122 年 ) 为 开端 直到 14 世纪 初 落 下 由 幕 的 教 权 与 王权 之 种 。 

舰 任 权 之 争 使 教 权 占 了 优势 ， 随 之 而 来 的 是 教 权 和 急 避 扩张 的 

年 代 。 到 1302 年 ,有 “中 世纪 最 后 一 位 教 旦 "之 称 的 卜 尼 法 斯 

从 世 《【Boniface 玛 ) 发 布 的 《一 兰 通 论 》, 将 教 权 诉 理论 挫 向 概 

点 。 然 而 他 在 次 年 遭受 的 屈 屋 和 随后 教廷 迁 往 法 国 附 近 的 阿 

维 农 , 沦 为 "巴比伦 之 下" ,标志 着 教 权 不 可 撞 阿 地 误 落 了 。 

百 余 年 一 个 轮转 ,历史 见证 了 数 权 的 极 盛 与 王 权 的 壮大 。 

这 场 斗 争 表 而 上 的 起 因 是 主教 的 世 众 授 职 、 圣 职 洋 卖 和 教 

士 独身 等 问题 , 即 教会 世俗 化 问题 。 改 革 派 的 直接 目的 是 纯 洛 

教会 。 但 它 租 及 到 更 深 的 层面 , 旧 从 棚 本 上 重新 调整 教 权 与 王 

权 的 关系 。 这 场 旷 日 持久 的 斗争 是 长 期 以 来 教科 与 士 权 矛 盾 的 

总 爆发 ， 双 方 都 充分 调动 自 册 马 帝 国 时 代 以 来 的 各 种 思想 资 

源 , 对 各 自 的 理论 进行 了 最 充分 的 前 述 。 中 世纪 的 政教 二 元 化 

权力 迟 系 在 这 场 训 窗 中 达到 极致 ,面相 关 的 理论 也 琉 于 成 熟 。 

在 一 元 化 权力 体系 和 下， 教皇 与 语 帝 是 同 权 连 体 的 双 头 
应 。 它 们 扎根 于 共同 的 宗教 信仰 , 诉 诸 于 同一 个 历史 传统 。 
对 双方 的 共同 基础 ,他 们 是 不 争 的 。 他 们 也 都 承认 对 方 的 合 

| 法 性 和 双方 豆 相 依存 。 他 们 所 和 争 的 是 :在 同 -- 共 同体 内 ,两 
种 权力 体系 熟 高 熟 低 ? 他 们 各 自 的 权力 性 质 如 何 ? 相互 的 地 

| 位 和 权力 关系 怎样 ?各 自 的 权力 范围 如 何 界定 ? 围绕 这 些 问 
题 ,展开 了 长 达 数 百年 的 “ 双 台 斗 "。 

在 争斗 中 , 教 权 派 (papalists) 和 王权 派 (royalisata or imperi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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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liats) 双方 都 不 断 提 出 -个 关键 性 问题 : 在 教皇 与 皇 市 、 主 教 

写 国 王 之 间 ， 谁 高 于 堆 ? 但 他 们 的 理论 极 史 引起 理解 上 的 考 

出 ,因为 在 中 世纪 乱 定 的 语 境 下 . 当 说 - :种 权力 高 于 为 一 横 力 

时 , 可 能 意味 着 两 种 不 同 的 涵义 :其 一 , 某 一 权力 就 其 本 号 的 

每 闫 .荣誉 . 重 去 性 .内 在 品质 喜 价值 等 方面 而 于 (fsuperior) 或 

优 于 马 -一 种 权力 ; 其 - ， 在 两 权 关 系 中 ， 某 … 权 力 是 最 高 

(supremej 权力 , 疡 是 另 -- 权 力 的 诬 朱 ,在 由 力 关 系 上 高 于 纹 

一 权力 : 另 一 权力 要 服从 它 的 指导 .监督 .裁决 或 指挥 。 

在 第 一 种 迎头 上 ， 教 权 高 于 王权 被 多 数 中 世纪 理论 察 所 

革 认 这 里 的 "高 于 "主要 是 “ 优 于 或“ 重 于 "的 舍 义 。 基 具 教 

信人 刷 重 精神 而 轻 世 俗 , 属 灵 等 级 优 于 属 世 等 级 , 所 以 , 精神 权 

力 管 理 的 事务 比 拓 俗 梭 力 管理 的 事务 重 旨 ， 教 会 权力 的 尊严 

商 于 世俗 权力 ， 秽 责 精 宰 事 务 的 教皇 具 右 超过 负责 世俗 事务 

的 皇帝 (国王 1 的 苯 荣 。[1 这 是 源 于 基 和 上 教 基本 依 侧 的 自然 结 

府 。 在 这 个 问题 上 .双方 分 凡 并 不 六 。 

阅读 中 世纪 的 文献 . 精神 权力 的 尊严 高 于 世俗 权 太 的 

论断 随处 可 见 。 在 人 氢 任 权 之 争 前 ， 主 教 沃 伦 纳 的 斥 特 鲁 斯 

(Ratherius of Verona) 荔 国王 尊敬 主教 ,要 记 住 ,他 们 高 于 他 ， 

罕 和 不 是 他 高 于 人 他们。 他 上 志 称 . 主 圾 除 上 各 外 ,不 受 代 何人 裁 

淹 。 主 教 处 于 高 于 国王 的 层面 上 ,国王 有 几 主 台 创 造 , 主 救 却 

不 是 让 国王 任命 ， 他 训 促 主教 记 住 : 他 们 的 尊严 没 人 能 比 ， 

国王 的 王 和 冠 与 主教 的 法 冠 比 ,好 同 钢 摧 与 金条 相 比 。 国 王 和 

谈 履 需 辐 收 师 低头 , 巷 听 其 教训 [21 --: 些 人 大 把 教 星 描写 六 

“ 王 中 立 王 ”、“ 万 王 之 王 ”“ 皇 帝 之 王 ” 等 . 其 沽 文 - ̀. 般 并 不 

是 指教 皇 是 皇帝 或 国王 之 上 的 专制 君主 ， 而 是 说 其 荣 兆 和 

[1 某 些 教 可 诬 隔 让 倍 检 由 国王 行使 ,教科 下 要 T 隐 的 一 个 重要 上 原因, 是 因为 供 

权 必 于 较 兴 人 恬 级 的 权力 ,教士 们 应 趟 奉 于 疮 和 上 中 。 

[21 Se 人 Brlyle 二 有 aory 吉日 eetal PEieaf Taory ,W 友 机 ,41 ， 

人 加 区 舍身 灯 莹 和 洛 薄 本 出 上天 

二 =- = 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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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严 商 于 所 有 的 人 。D1 

教皇 英 诺 森 三 世 《Innocent 出 ) 在 提升 教皇 地 位 方面 影响 

最 大 。 格 里 商 利 七 世 刀 满足 于 彼得 代理 人 的 地 位 ， 而 对 英 诺 

森 三 世 来 说, 教皇 是 基 御 (有 时 是 上 帝 } 的 代理 人 = 在 一 次 授 

职 布 遵 中 .他 谎 自 己 高 踊 于 所 有 民族 和 王国 之 上 .被 授予 充分 

的 权力 .:“ 低 于 土 帝 但 商 于 人 人。 审判 所 有 的 人 , 但 自己 只 受 上 

帝 鸭 审判 "”。0 

即使 是 王权 派 ， - 般 也 能 水 认 教 权 在 精神 和 齐 德 上 处 于 较 

优势 的 地 位 对 此 , 思 黎 的 约翰 的 态度 具有 上 归 型 意义 。 他 虽然 属 

于 玉 权 旅 车 翁 , 极 力 为 世俗 权力 的 目 主 性 辩护 ,认为 "牧师 在 精 

神 率 务 上 是 更 高 的 , 而 统治 者 在 世俗 事务 上 是 更 高 的 ”, 伍 他 承 

认 收 师 比 徐 王 更 伟大 ,更 高 中 ,只 是 不 能 因此 推论 出 前 者 在 一 

雪 方 面 都 更 伟大 。03 他 指出 :在 苯 荣 (dignity) 上 ,时间 上 在 后 

者 一 般 优 于 在 前 者 ;完善 的 优 种 不 完善 的 ;目的 优 于 手段 。 故 

我 们 说 , 教 权 在 碍 荣 上 商 于 和 超过 王权 。 ”0 

13 世纪 最 重要 的 民 潜 学 家 贷 志 弗 里 德 4Odofidus) 承认 旺 

帝 应 该 掌握 商 于 所 有 人 的 权 方 ,在 出 俗 事务 上 没有 人 的 权力 

大 于 他 。 但 在 进一步 谈 到 教皇 与 皇帝 关系 时 ,他 却 认 为 ,教皇 

在 得 严 上 商 于 皇帝 , 因为 皇帝 由 教皇 批准 , 旺 帝 称 他 为 父亲 ， 

而 教皇 则 称 和 皇帝 为 儿子 。151 

[fl See ibid .Vol 区 ,pp,42.45,287 

[>2] Boan Tiarmey ,dd ， 了 古方 ar He 5 一 了 人， 训 丰 下 Se 人 el- 

Pie - 玉 . 13 守 ， 

{13] See Brian 训 erney .ed ,7he ra 可 inarrph 有 .aie 109 一 TD0 Ph .209. 

[4] 。 John oharis ，PDm Kingdy und mapay Pouer ,in 了 aph [emer ancd Muham 齐 ahdi ， 

< 肝 eaieaurl pfifaoadl iosephy: 且 Soureeuacg ,Pd413- 

1 和 See Carlyke ,由 Eiory of sd Piiteal 了 err Yol TY ,php.356. 拉 在 教皇 上 中 

泪 斯 从 址 第 法 王 非 利 袖 的 信 中 开 涛 即 写 赣 汪 上 是 冰 . 呵 莹 的 上 L- 六 ”1Brian Tier 

mey， P 中 - ，。 he 大 mei 开 Rrrh 和 afe， 1D59 7DO， AU 了 eerieg orunhents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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驭 方 真 正 的 分 歧 在 第 一 种 池 义 上 , 也 就 是 说 , 在 真正 的 

权力 关系 上 ,或 司法 管辖 权 上 , 教 星 与 星 帝 谁 是 基督 教 共同 

体 【〈 帝 国 或 广义 的 教会 ) 的 最 高 权威 ?他 们 都 洒 认 两 权 性 质 

不 同 , 应 该 分 开 , 但 两 权 绝 不 是 平等 的 , 每 - 方 都 声称 此 权 

商 于 逢 权 , 为 此 届 方 展开 了 殊死 的 斗争 。 

不 过 在 这 … 层 调 义 上 , 双方 所 争 的 “高 于 ”并 不 完全 意味 

着 全 面 的 统治 、 领 导 .指挥 和 支配 桶 , 它 更 密 的 是 指导 权 、 上 是 督 

权 .裁判 权 、 监 护 权 ;和 在 方式 上 , 它 主 要 是 间接 意义 上 的 权力 ， 

很 少 登 味 着 直接 意义 上 的 权力 。 

教 权 派 不 满足 于 教 权 在 尊严 上 和 道德 价值 土 高 于 王权 ， 

而 是 玫 和 实现 对 主权 的 真正 监督 和 控制 。 慨 端 教 权 派 甚至 要 实 

现 真 正 的 神权 政治 , 印 教皇 作为 宗教 领 籽 ,掌握 基督 教 世界 的 

最 权 为 ,而 君王 只 是 一 个 俗人 ,是 教会 负责 世俗 事务 的 官员 

或 代表 .要 服从 教皇 的 指导 。 有 一 种 理论 认为 ,教皇 的 权力 大 

基督 教 共 同体 的 立法 权 和 法 律 监督 权 -“ 天 营 的 钥匙 -的 实际 

合 义 被 理解 为 “法 律 的 钥匙 "。 皇 帝 执 掌 的 是 具体 的 管理 和 抽 

行 权 ,在 关 涉 基督 教 社会 基本 原则 和 根本 目标 方面 . 旦 帝 要 服 

改 教 皇 的 指导 , 受 教皇 权力 的 监督 。 

根据 一 般 教 权 浅 的 观念 , 王权 源 于 教 权 , 精神 权力 是 因 ， 

世俗 权力 是 果 。 数 皇 捆绑 和 释放 的 权力 是 世俗 权力 的 最 终 源 

果 , 教 权 是 王权 的 最 终 控 制 力 量 。 在 纯粹 的 民力 关系 上 ,上 权 

低 于 教 权 ,必须 服从 孝 权 出 于 信教 和 目的 而 作出 的 裁判 。 

有 的 神学 家 论证 说 ， 负 责 人 生 最 终日 的 的 精神 权力 必须 

撑 制 和 领导 负责 较 低 目的 的 世俗 权力 ， 这 才 是 正当 的 社会 秩 

序 。 根 据 神 法 ,世俗 权力 在 所 有 的 事情 上 都 要 服从 精神 权力 。 

如 果 说 教皇 有 权 管 理 估 们 的 灵魂 (这 是 太 家 会 认 的 )， 那 么 由 

于 府 迟 受 严 愧 的 支配 ， 所 以 肉 坷 也 受 教 曙 的 去 配 。 世 俗 权力 

加 果 设 有 经 过 教会 批准 ,就 没有 合法 性 .这 样 的 王国 比 虑 次 男 

由 -让 业 血 丰 工本 区 六 昌 让 二 一 下 生 让 世 和 姆 号 邓 乒 业 才 全 六 奸 ” 姑 | 川 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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伙 好 不 了 案 少 。 托 马 斯 现 奎 那 认 为 ， 世 俗 秩序 的 职 直 下 引 

导 人 达到 美 善 的 生活 ,但 人 生还 追求 更 高 的 目标 , 即 天 党 的 举 

福 。 在 人 生 两 种 扫 的 中 ， 关 心 次 要 目的 鸣 人 必须 服从 关心 更 

高 日 的 的 人 : 基 叔 虞 是 秩 师 , 芝 是 王 。 这 个 世界 的 职权 人 不仅 周 

于 世俗 告 王 , 也 属于 教士 , 特 列 是 教 芋 之 首 雪 二 教 二 所 有 基 

督 教 之 王 都 点 服从 他 , 融 如 服从 基督 本 大 -。 站 在 :最 场 台 , 他 

区 分 了 世俗 与 精神 相国 领域 ,但 有 一 个 例外 ,教皇 同时 笔 握 两 

种 权力 ,在 两 方面 都 是 蘑 丙 的 . 

一 些 教 权 活 人 士 认 为 ,没有 教会 使 其 得 到 再 生 利 赤 韶 , 任 

何人 不 能 合法 地 革 有 税 力 。 所 以 于 会 学 握 着 对 世 傣 权 轧 的 此 

终 控 制 权 。 虽然 在 某 些 场合 , 教 总 不 能 息 接 行使 性 俊 松 方 , 也 

他 通过 指导 和 命令 来 行使 。 所 有 有 世俗 镍 王 上 必须 将 其 钢 为 在 上 

者 和 领 独 ， 服 从 他 如 同 服 从 主 稣 基督 ， 申 果 教 旦 的 命令 与 

志俊 君主 的 发 生 冲 突 ， 大 们 必须 服从 范 召 。 教 蝶 不仅 在 精神 

事务 上 ,而 且 在 世俗 事务 .上 ,是 全 世界 续 正 的 竺 市 。 有 2 

关于 教 权 与 王权 郭 商 就 低 的 争论 集中 在 教 俗 两 弹 最 商检 

威 教 星 与 星 带 之 间 的 大 系 上 。 和 1 日 三 平 的 先例 之 后 , 教 旦 为 

旦 帝 涤 油 和 如 蚁 便 成 定 规 。 教 俗 双 方 都 消 认 ， 涂 油 礼 是 摹仿 

和 上 日 约 少 中 犹太 国王 的 范例 , 而 加 网 则 进 - 步 解 释 为 使 星 帝 成 

了 攻 雪 帝国 的 继 从 人。 这 种 仪式 普通 征 认 为 是 使 他 们 中 怒 

肖 、 选 党 甚 全 敬 年 得 来 的 星 位 具有 合法 性 质 甚 至 神圣 性 质 的 

标 塌 。 由 于 中 世纪 西方 人 的 心理 特 气 ， 加 晃 礼 这 类 宗教 仪式 

所 包 会 的 象征 意 叉 影响 很 大 。 不 过 、 教 俗 双 方 对 其 都 作出 对 

自己 有 利 的 解 灵 。 

教皇 给 皇帝 加 蝎 ， 为 统治 者 提供 了 礼仪 和 魔力 方面 的 因 

[1 《 阿 硅 那 政 治 著作 选 ?3, 第 85 86.23 24 页 。 
『2] See farlyle . 4 Fernry 本 肌 edieoal Poiiradl Theorr y vol， pp ,398 寸 ]+， 

[3] 在 各个 王峰 和 公国 . 教 旦 或 大 主教 与 嫩 国王 会 的 关系 也 与 此 交代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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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 ,从 而 使 旦 权 具 有 了 神 性 ,这 使 星 帝 有 了 摆 联 吉 星 的 根据 。 旦 

音 方 面 认 为 ,通过 涂 油 礼 和 如 晃 礼 ,他 理 搂 得 到 上 负 的 恩典 和 特 

许 , 成 了 上 和 东 在 人 间 的 代表 ,被 称 为 " 主 的 涂 镍 者 ”从 此 ,他 已 经 

足 "基督 的 映像 ”, 龙 上 帝 在 竺 世 的 代表 , 只 对 上 和 再 负责 ,人 间 设 

有 权 感 能 够 管辖 和 制约 他 。 

然而 教皇 态 面 却 另 有 说 法 。 因 为 教皇 在 纵 导 帝 加 捍 的 同 

上 时， 也 等 于 为 乌 己 加 时 使 其 成 为 精 昼 帝国 的 呈 帝 。 皇 帝 需 要 

教 旺 的 加 野 使 其 权力 神化 ,但 因此 也 人 蕙 教皇 有 了 口 实 ,主张 旦 

权 源 二 教皇。 他 们 强调 涂 油 加 时 仪 式 是 由 教 单 主持 的 。 基 教 

皇 充 当 了 上 扎 帝 与 刹 主 的 中 介 ， 也 是 他 们 把 铝 冠 从 东方 人 手 里 

转移 给 日 耳 曼 国王 ,从 而 创造 了 新 的 音 国 ， 所 以 ,皇帝 的 权力 

虽然 最 终 起 源 于 上 帝 , 但 直接 起 源 于 教皇 ,是 由 教 重 通过 加 蝎 

礼 授 予 的 。 通 过 这 种 神圣 的 仪式 . 旱 帝 成 了 新 的 人 ,是 “ 册 匠 

教会 的 特殊 儿子 ”, [1 必须 服从 教 星 的 权威 , 如 教廷 的 一 亿 官 

盘 那 样 以 其 受 罗 马 教会 付 托 的 物质 权力 为 教会 服务 。 

王权 廖 太 大 解释 说 , 道 过 涂 猩 , 间 王 事实 上 已 不 是 俗人 ， 

他 已 缀 分 享 了 较 师 的 职权 。 但 教 权 诬 对 族 澳 的 意义 作出 另 一 

种 解 缀 .主教 与 皇帝 的 涂 油 不 同 ,皇帝 的 要 低 得 洛 。 因 为 它 的 

涂 狂 是 死 的 权力 的 标志 ,而 主教 的 是 生 的 权力 的 标志 -。 还 有 人 

提出 ， 主教 诊 油 在 头 鞋 ,皇帝 族 油 在 两 府 之 间 和 执 便 的 右 辟 ; 

国王 仅仅 是 涂 宙 ， 邢 士 是 涂 圣 油 。 且 国王 不 是 被 列 的 国王 涂 

油 ,而 是 被 教士 涂 油 。13] 

这 样 , 皇 东 需 要 教皇 的 加 冕 来 神化 王权 ,而 教皇 也 钴 要 通 

过 为 旦 帝 加 晃 来 提 商 自己 。 同 -~ 事件， 成 为 妆 方 论证 自己 高 

于 对 方 的 根据 。 

[11 名 mlter Urinary ee PE 了 tr 5， 

Lz1 加 墨 位 式 上 共 了 地 一 些许 茶 .语言 . 骤 九 - 器 艇 等 .都 被 志学 审 此 了 巴 了 抽象 的 

三 治 竟 避 。 

cm 

苯 苇 动 广 灿 普 全 芒 大 。 山 川中 一 acmaernmz3s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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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权 派 的 理论 常 借 是 灵 瑰 和 肉体 的 比喻 。 这 个 比 踢 一 

般 用 来 指教 十 ( 属 灵 等 级 ) 与 俗人 ( 属 世 等 级 ) 的 关系 . 河 然 也 

适用 于 教士 的 总 代表 教 捉 与 众人 的 总 代表 皇帝 的 关系 ， 仕 中 

世纪 ， 这 个 比喻 在 学 者 的 著述 和 官方 文件 中 被 克 数 次 地 有 | 

用 、 它 表达 的 意思 在 于 :第 一 .由 于 灵魂 高 于 肉体 , 所 以 教士 

高 于 俗人 大; 第 二 , 出 于 灵 于 支 配 肉 体 , 所 以 俗人 要 服从 教 瑟 的 

权威 。 

教 权 族 的 理论 还 常用 另 两 个 比喻 来 表达 。 

其 一 是 “日 月 论 "。 这 个 比喻 是 说 , 按 & 对 经》 记载 ,上 冰 创 

造 了 两 个 光 体 , 即 太 阳 与 月 亮 。 教 皇 的 极力 好 比 太 阳 , 皇 帝 的 

权力 好 比 月 亮 。 有 的 人 从 中 引申 出 结论 ,太阳 的 光大 于 月 玩 ， 

教皇 的 权力 高 于 享 帝 。 比 如 教皇 英 诺 森 三 世 就 官 称 : 教 芋 全 

精神 事务 上 是 最 商 的 。 上 帝 在 神圣 的 苑 帘 , 也 就 是 大 公教 会 ， 

创立 了 两 个 巨大 光 蛋 ， 即 两 个 伟 天 的 职位: 教 杀 和 星 关 的 权 

威 。 因 为 太阳 司 白 姐 ,天 于 策 责 夜晚 的 月 亮 ,所 凡 教 宗 人 于 加 

王 ,王权 的 荣光 狐 于 教 军 的 权力 .5 位 也 有 人 更 进 一 沙 .由 月 

亮 的 光 来 自 太 阳 论 证 皇帝 的 权力 直接 来 日 教 旦 。 月 月 论 的 比 

喻 起 初 只 用 于 皇帝 , 到 13 世纪 未 . 则 排 广 开 来 也 用 于 证 有 加 

园 的 国王 。 

其 二 是 “两 剑 论 "。 这 是 从 & 至 经 #》 提 到 的 耶 鳞 证 门 逢 准备 

两 把 剑 的 说 落 中 发 挥 出 来 的 。1341 格 里 商 利 : 划 基 后 担 出 了 两 

伸 论 ， 但 他 主要 是 用 来 痔 述 基 督 徒 尘世 生 薄 屯 天 国生 福 的 关 

系 。 到 叙 任 权 之 争 时 代 ， 教 可 汽 将 其 主要 骨 于 全 世 中 教 倒 洁 

志 俗 当局 之 闻 的 英 系 。 按 他 们 的 解释 ， 这 两 把 记忆 精 神权 旋 

和 世俗 权力 。 囊 稣 把 这 两 把 剑 都 交 给 了 教会 ,- -把 供 它 使 用， 

[11 Henc 了 etemaon ed 中 orUrent 时 ie maanm 世 krc 下 2nd edition -112 

[2z] 性 董 茎 - 政 赴 桶 音 # ,第 X 熙 音 第 3 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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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把 为 它 使 用 。 通 过 加 景 仪 式 ， 教 尝 把 世俗 权力 交 给 了 皇 
帝 。 所 以 教皇 是 世俗 权力 的 真正 所 有 者 ,而 皇帝 只 是 受 教主 
过 托 的 世俗 权力 的 实际 占有 者 .B. 特 尔 纳 评论 说 ;整个 政 浓 
虚构 的 倒置 的 金字 塔 ,就 竖立 在 《圣经 》 这 一 段 话 的 脆弱 的 基 
础 上 。 “ 司 对 神秘 主义 者 和 民众 的 意象 来 说 , 从 预言 中 抽取 
出 来 的 东西 或 者 对 《圣经 》 的 暗喻 性 解释 比 直 接 的 文字 更 有 
虑 引力 。 经 文 -~ 旦 经 过 这 样 的 解释 ,就 具有 了 与 经 文 同等 的 
权威 。02I 

由 于 中 基 纪 西方 人 重视 政治 权力 的 合法 形式 和 法 律 根 
据 , 所 以 教皇 便利 用 了 两 个 伪造 的 文件 来 伸张 其 权力 。 

其 一 是 《 君 士 坦 丁 赠礼 ?。 该 文件 大 约 在 8 世纪 50 年 代 
救 皇 为 丕 平 涂 铀 之 前 即 已 证 伪造 出 来 ,0 并 作为 后 来 教皇 十 
持 涂 儿 和 加 冕 仪式 的 根据 。 文 件 声称 , 帮 士 过 本 皇帝 在 将 首 
都 迁 往 君 士 坦 丁 信 时， 将 上 罗马 以 及 所 有 西方 领土 都 赠 给 了 
教皇 。 他 也 把 皇权 的 标志 和 象征 如 宫 暴 { 拉 特 兰 宵 ) . 节 枝 、 旗 
标 、 紫 袍 等 都 赠 予 了 教皇 - 赠品 中 还 包括 皇 父 ,只 是 教 灌 又 将 
星 冠 还 给 了 皇帝 。 中 世纪 的 人 一 般 都 相信 这 个 文件 是 真实 
的 。 经 过 神学 家 的 解释 , 它 成 为 王权 源 于 教 权 , 教 涯 拥有 最 高 
世俗 权力 的 法 律 依据 - 乌 尔 曼 说 :* 这 个 伪造 对 中 直 纪 欧洲 的 一 
般 影响 和 对 教皇 权 位 的 特殊 影响 是 无 法 估量 的 ”。 ID 而 话 格 林 

[1] Haan Tiemmey .和 ke Chisi 他 Chaeh 肌 Sase， 050 一 了 0 pi Sected Donrgmyenes ,号 ， 
[3] 与 教会 的 解 程 相反 ,皇帝 党 刚 认为 插 楷 之 世 综 了 欧 填 光 星 部 森 洁 典 $ 的 :条 往 疆 

说 :“ 圣 被 第 掌握 的 一 种 教会 法 权 ， 更 在 庚 于 救 学 们 ; 其 他 -种 属于 约 其 的 汪 
要 .更 在 属于 国 玉 . "1 参见 大 三 斯 . 布 炉 斯 罗 挤 至 加 池 帝 国 》 ,第 100 惧 ，) 

[3 关于 这 份 著名 的 伪 盗 文件 的 诞生 日 期 学 者 有 和 视 上 大 分 时 ， 有 些 上 大 试 为 它 出 再 
在 多 世 纪 初 。1Sece Erir Vocgehn ,Hisrory 可 Peireal Taeas ,Vol ，[[ ,To adye 
5 

[4] 间或 志 有 人 插 出 过 坏 斤 ,但 直 正 将 这 区 和 遗 措 踊 要 等 到 六 共 复 汇 时代。 有 奖 
情况 和 大兄 昆 延 斯 念 纳 :区 现代 政治 思想 的 基础 》 ,第 210 页。 

[5] 夺 alter Ullinann , Wearal eer 了 RonegAr .P . 9， 

ce 一 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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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咎 量 这 份 文件 的 影响 时 感到 需要 创造 -个 新 词 访 ， 即 将 东 

方 “ 以 撒 一 教皇 主 多 ”(Cacsaropapism) 的 政教 关系 倒置 过 来 , 称 

其 为 “教皇 一 习 撒 主义 ”(papal-cacsarismj 。19 

另 一 个 伯 和 遗 文件 是 & 伪 伊西 密 尔 教 令 集 #。 它 声称 是 自 后 

使 徒 时 代 至 8 进 纪 历 仔 教皇 和 宗教 会 现 文 件 的 “抄本 ”。 它 内 

容 庞 杂 ,有 真有 候 ,包括 了 教 权 放 思 想 的 基本 观念 。 自 9 世纪 

教皇 尼 古 拉 一 世 (Nicholas 工 ) 首次 援引 它 之 后 , 在 整个 中 志 

纪 , 它 为 数 旺 提供 了 一 个 “ 算 正 永 不 枯竭 的 臣 库 " , 对 教皇 来 

说 ,是 “ 仅 次 于 & 圣 经 》 的 最 有 用 的 二 具 书 ”。1 

在 政教 之 争 的 年 代 ， 有 没有 人 主张 精神 权力 在 此 俗 领域 
也 高 于 世俗 权力 ?这 个 问题 珠 难 回答 ,个 别人 的 言论 世 许 有 这 
种 慑 秽 ,但 它 仅 是 少数 人 的 观点 ,在 教会 里 没有 作 何 权威 。 格 
里 高 利 七 世 虽 然 要 求 对 国 严 和 皇帝 行使 与 对 其 他 俗人 同样 的 

精神 审判 权 ,声称 他 有 权 开 除 他 们 ,割断 他 们 与 信徒 社会 的 联 
系 , 有 权 仅 仅 出 于 精神 原因 ,与 宣布 开除 教 籍 一 样 废 轴 他 们 ， 
宣布 对 他 们 的 拆 钓 无误 。 但 这 并 不 等 于 要 求 精神 权力 在 世俗 
事务 上 是 最 高 权威 。 他 对 皇帝 的 管辖 权 仍 然 是 精神 性 的 , 废 贺 

皇帝 是 一 称 世 俗 权力 , 但 教皇 在 这 里 是 将 皇帝 作为 基督 徒 而 非 
| 最 高 世俗 首脑 来 对 待 的 ,没有 超出 纯 梓 教 权 的 范围。 

应 该 说 ,即使 教 权 派 主张 教 权 从 整体 上 上 蜗 于 主权 ,但 并 不 
| 意味 着 他 们 同时 也 主张 教 权 在 世俗 事务 上 也 是 最 高 的 。 我 们 
必须 明确 ， 精 神权 力 高 于 世俗 权力 与 精神 权力 在 世俗 事务 上 
| 高 于 世俗 权力 是 不 隔 的 梳 念 。 前 者 意味 着 教皇 有 权 对 最 高 世 

， 众 统 治 者 实行 监督 和 宗教 性 惩罚 ， 后 者 意味 着 教皇 在 世俗 事 

fi Eric Vocgein ,Hitory of Pofiticuy Jaemrs ol 人 ,THe 有 ide dges o due Po0. 

| [za1 三 alier Ullmann ， Weadiebay Poitccemy TRourkrvDp. 吕 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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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 上 行 便 最 部 统治 权 。 如 果 有 的 人 主张 教皇 在 人 世俗 领 威 也 有 

最 高 权力 ， 邳 一 般 意 四 是 指教 泽 具 外 而 对 世俗 领 成 权力 的 运 

用 实行 监控 ， 通 过 制定 基督 教 共 同 体 的 基本 准则 和 对 世俗 统 

党 者 的 监督 指导 而 癌 接 地 指导 世俗 生活 。1 

敦 查 派 要 求 精 神权 力 高 于 诗 恰 祝 方 ， 主 要 明 儿 对 世俗 统 

治 者 车 入 。 在 他 们 的 观 合 中 ， 教 权 对 进 洗 事务 的 控制 时 间接 

的 , 是 通过 指导 . 监督 和 和 截 判 世俗 统治 者 的 方式 实现 的 , 而 不 

是 当 接 在 世俗 领域 里 实行 统治 。!21 即 使 像 英 诺 森 三 世 那 翌 权 

势 最 为 易 赫 的 教皇 ， 也 回避 精神 权力 在 过 俗 领域 高 于 工 权 的 

论断 。 他 明确 主张 的 ,仍然 是 精神 权力 在 尊 芝 上 高 于 世俗 和 

力 。[3] 阿 奎 那 昌 然 声称 教皇 在 世俗 和 精神 事务 上 都 有 最 电 梭 

方 , 但 “教皇 在 世俗 事 和 芝 上 有 间接 的 而 非 直 接 的 权力 ”。 正 是 

教皇 的 精神 要 力 指 引 大 们 达到 终 概 目的 , 即 认 识 和 声 悦 上 帝 ， 

在 关 涉 到 人 类 年 活 的 终极 目的 的 安排 时 、 也 就 是 在 这 个 意 立 

上 ,世俗 权力 应 该 服从 教皇 。533 

即使 阶 顽 马 的 声 尔 斯 (Giles of Rome) 那 样 的 极端 教 权 派 ， 

[3] 时 孝 权 也 也 部 人 苍 邮 其 吕 这 可 同 辕 相 力 ， 巴 圭 的 多 各 认 恒 , 数 安 对 世俗 事务 只 

有 “间接 "的 才 力 .精神 权力 只 能 用 精神 权力 去 器 制 .纠正 和 谈 机 ,精神 强制 的 

是 商 破 现 { 最 租 限 度 1 是 开 醉 救 精 . 将 其 从 范 全 的 精 圳 共同体 和 个 荐 的 同伴 关 

村 中 永 欠 人 委 部 开 。(fSes 上 rihur 了 .NMonabhan Conreernl，eoerrionm andg Imi， Thec jde 

ia Drigias f Partimenaany Daneracy PP-204 .1 

21 粤 卡 媒 的 威廉 称 : 如 果 教 皇上 涉 记 改 事 务 , 那 无 蜡 于 是 在 " 归 逢 别 大 的 庄 季 ”， 

[31 老 一 放款 人 立 虫 家 名 4. 囊 虎 (lbaert Haueky 和 本 上 获 和 尔 1Johannesa Haierl 试 .为 .并 

诺 硒 三 履 “ 想 实现 县 有 无 限 梭 力 的 世界 蛋 宇 的 实 难 人 由 迷 茜 "。 人 粳 一 些 现代 的 

著名 学 者 恕 了. 帮 卡 窜 (ME.NMaccanrutel , 骨 , 奥 诺 里 【Mochi Douryrl .- 壤 姓 去 

1 .Kempf  H. 梯 汞 曙 15.Tilhnann) 等 玫 认 为 . 英 诺 不 三 世 的 国家 与 教会 理 

论 建 立 在 庶 情 的 一 元 主 基 础 上 . 而 不 是 教 旦 总 挠 最 高 精 坑 和 世人 区 权力 的 

神 才 理 说 基 介 上。({Drian 'Wierney ，eq, Te fnsa of 人 hurc 匡 Sa 直 35 一 

了 00 Eeeied Brament pp 127 一 138，] 

[4] 。 See Carlyle， 明 有 starr 邮 Wedinpef Po Teom ，Val ， 遇 ，pp .了 1 站 一 217: Vol. 

-3353 一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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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为 教皇 在 世俗 领域 所 要 求 的 权力 仍然 是 间接 的 - 他 将 教 垒 

的 权力 解释 为 “统治 ”(dominium) , 即 不 仅 是 禹 于 或 已 于 王权 ， 

而 是 对 基督 教 共同 体 的 治理 和 统治 。 他 把 教 权 视 为 "在 上 者 - 

(major) ,王权 是 "在 下 者 "(minor)。 不 过 ,尽管 首要 的 和 最 高 的 

权威 即 主权 在 教 星 手中 ,但 教 旺 并 不 直接 处 理 世 俗 事 务 .而 是 

通过 上 纪 俗 权力 中 介 。 权 力 只 有 教皇 才 有 、 权力 的 使 用 则 在 国 

王 。 统 治 权 在 教皇 ,管理 权 在 国王 。 教 皇 所 做 的 ,是 指导 国王 

如 何 正确 运用 权力 。L 按 吾 尔 斯 的 埋 论 , 不 仅 世 和 俗 统 褒 者 而 

且 属 于 他 们 的 世俗 事务 也 在 精神 权力 的 管辖 和 统治 之 下 。 

“首先 信徒 自己 ,其 次 是 归 他 们 所 有 的 ,都 要 服从 教会 。 "1 但 

精神 驾 力 之 所 以 统治 世俗 事务， 是 锻 为 巧 对 攻 众 统治 者 的 统 

治 权 , 字 就 是 说 , 教 可是 通过 对 世俗 统治 者 的 统治 权 而 享有 对 

世俗 事务 的 统治 权 的 。 

还 有 些 教 权 诬 人 士 积极 为 教 旦 谋求 某 些 世 俗 权力 ， 但 这 

也 并 不 意味 着 他 们 要 使 教皇 在 整个 世俗 领域 享有 最 高 权力 。 

教 旦 曾 要 求 得 到 对 某 些 王国 和 公国 的 封建 宗主 性 权利 和 权 

力 . 11 伍 他 们 并 没有 把 这 种 权利 视 为 教皇 职位 的 必然 结果 ， 

也 没有 将 其 普遍 化 。 

洒 教 权 狂 与 王权 沽 和 邹 论 哪 种 权力 更 高 时 ， 有 时 意味 着 教 

星 或 皇 这 本 大 不 受 对 方 权力 的 监督 和 控制 , 直 用 有 权 监 督 和 控 

制 对 方 。 它 并 不 意味 着 一 方 可 以 直接 支配 和 管理 对 方 领 域内 

[tl 吉尔 斯 病 述 的 政教 关系 概 售 美人 要 于 近代 议会 制 国家 中 说 全 与 内 病 的 关系 。 

本 . 贞 尔 村 说 :他 美 十 载 权 的 理论 “是 主 经 慨 间 的 中 址 纪检 达 方式 "， 1 可 aher 

Ullnann , 时 =diieeeaul 中 ouicerl Tongi 127.】 

[2]】 Giles of 了 emie On 下 eolesiantcal Powervin 及 Ph lerner ar Manain Mabhai ed , Medieyal 

PEulihceal Philoaophy :上 Sourcehbockgk .pp -392 一 393 338 

[3] 美 庄 毒 三 世 苔 表示 . 救 全 自由 虱 有 什么 塌方 你 最 汪 教 会 电 有 世 俊 极力 共 者 精 圳 

枕 为 的 地 上 太 那 样 得 到 更 证 的 保障 。 1bBrian Ticrcnsy ,cd ，7Re riaa mr hurrt 损 

be 了 5 人 了 人 证 mits ,PT32.) 



的 事 委 。 

1047 年 ,一 位 主教 警告 皇帝 : 教父 的 教 久 很 清楚 ,除了 上 

帝 没 人 能 够 裁判 教皇 ,， 一 位 法 国教 上 说 得 更 明确 : 就 如 俗人 

回 牧 师 性 悔 ， 笋 师 向 主教 ， 主 教 癌 教 皇 ， 而 教皇 只 向 上 帝 尾 

悔 。 上 帝 将 对 教皇 的 裁判 权 留 给 了 自己 。!L10 教 权 派 在 乒 对 皇 

帝 控制 教皇 的 同时 ， 又 极力 主张 皇帝 作为 基 叔 徒 应 该 受 教 皇 

的 未 教 权力 的 管辖 。 教 皇 作 为 最 高 宗教 和 道德 权威 ， 有 权 监 

督 旦 帝 的 行为 ， 对 他 记 行 从 一 般 彼 戒 到 开除 教 籍 的 各 种 处 
蜀 ，03] 

星 帝 方面 量 然 一 般 说 来 都 戎 认 教 皇 职位 的 尊 荣 ， 但 同 

时 志 主 张 对 教皇 的 监控 权 。 比 如 ,人 慨 和 如 教 涯 成 为 异端 . 皇帝 

有 羽 通 过 召集 宗教 会 议 轩 辆 他 。 也 有 人 主张 ,皇帝 有 权 - 上 项 

教皇 的 选举 , 当 出 现 不 正当 或 有 损 帝 国 尊严 的 选举 时 , 或 出 

现 有 争议 的 选举 时 ,皇帝 有 权 作 出 裁决 。 

面 对 教 权 狂 的 进攻 ， 皇 帝 坚 持 驹 求 基 督 教 共同 体 首领 的 

地 位 。 对 他 来 说 ,教会 是 帝国 的 一 部 分 ,精神 权力 是 帝国 的 粘 

合剂 ,是 帝国 命脉 所 系 , 他 不 能 漠然 置 之 。 

罗马 法 集中 表达 了 罗马 帝国 射 代 和 皇帝 一 方 关于 王权 与 教 

权 基 系 的 思想 。 查 士 丁 尼 闽 认 ， 主 教 和 皇帝 两 种 职权 是 上 帝 

网 也 人 类 的 两 大 礼品 ， 前 者 管理 神 的 事务 ， 后 者 英 管 人 类 事 

务 。 丙 者 有 同一 的 起 源 ,共同 管理 人 类 生活 。 但 皇帝 有 责任 维 

护 真 正 的 基督 教 教义 和 教 士 的 团结 ,为 达 此 目的 ,国家 需要 正 

确 地 治理 。 载 士 保 持 道德 和 教区 上 的 良好 状态 ， 对 帝国 是 至 

[1 See Carlyle ,4 istory 是 ediem Poieam Te ,Vol Jpp 3 19， 

[2z] 在 上 儿 革 斯 与 菲 币 午 的 斗争 中 ,后 痛 冲 指控 的 乳 务 包 质 ;上 未 迫 本 民 .教士 .、 芮 

施 、 城 市 和 攻 个 王国 ; 妨 码 教 宗 行 使 台 法 权利 , 和 站 摆 了 予 荣 蕉 、 圣 职 . 邓 翌 等 ; 怀 
载 闪 大 十 提 范 的 靶 庭 党 审 ; 不 郊 许 使 用 精神 之 如 反对 那些 反 背 了 教 上 的 人; 在 

受 他 避 护 的 必 道 院 下 多 许 行使 束 会 司 读 根 :，{fSee Caryle，4 Farory 帮 iedinny 

PReaT 了 Ray Im Re 人 Pa 可， 网 PPD 3 二 了 一 生生- 

站 

于 村 请 才 备 业 上 直上 下 c 攻 下 -= 

莹 要 还 rr 灯 莹 导 和 于 于 其 | 哇 及 闪 上 用 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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尖 重 要 的 ,因此 之 改 , 需 要 帝国 对 教会 进行 监督 。01 这 样 , 机 

士 丁 几 就 在 承认 末代 分 工 的 同时 ， 对 两 着 关系 作出 了 有 利于 

皇权 的 更 位 , 即 星 帝 而 非 主 教 是 最 高 的 (supreme1。 

中 世纪 的 王权 泊 继 间 了 罗马 帝国 的 入 统 ， 概 闫 王权 深 以 

罗马 帝国 政治 模式 为 理想 ,要求 将 数 重 奸 于 皇帝 控制 之 下 。，021 

有 人 认为, 教 星 作为 … 种 职位 ,在 精神 上 有 肌 高 权威 ;但 作为 

一 个 人 ,要 有 过 人 间 屏 力 的 管辖 。 有 人 指出 ,即使 基督 和 他 的 使 

徒 在 贡 间 也 都 服从 皇帝 ， 因 为 他 们 的 国 不 属于 这 世界 。 他 们 

的 后 继 者 了 由 应 如 此 。 皇帝 被 视 为 土 带 在 人 间 的 代理 人 ， 受 十 

帝 因 上 典 执 营 基 督 徒 共 间 体 的 最 击 权 力 。 有 人 把 皇帝 与 教 星 天 

系 与 上 帝位 格 中 父 与 于 的 关系 相 比 。 国 王 在 其 王国 的 身 性 

中 ,是 圣 父 的 形象 ,主教 是 圣 子 ! 基 督 ) 的 形象 。 王 国 中 所 有 证 

教 纲 服 共 国 工 ,如 子 服 其 父 。103 

教皇 发 起 “" 教 星 草 命 " 和 争取“ 教会 日 由 ,但 它 同 时 也 反弹 

出 “帝国 自由 "或 “王国 白 由 "的 要 求 。 在 11 缸 纪 之 前 ,王权 在 

现实 生活 中 基本 上 处 于 优势 地 位 ， 这 主要 恢 靠 一 史 传 统 和 王 

权 所 拥有 的 物质 力量 。!4] 但 在 理论 领域 里 , 他 们 电 不 得 不 求 

助 于 基督 教 神学 ,这 使 他 们 面 对 教 权 庆 进 攻 的 时 候 , 其 理论 显 

得 苑 日 无 力 。11 世纪 末 开 始 的 均 马 法 复兴 和 13 震 纪 的 " 亚 里 

士 才 德 革 傅 ”使 王权 涛 获得 了 新 的 理论 武器 , 其 此 ,王权 派 在 

理论 上 开始 丰满 起 来 ,并 轿 洒 压倒 了 教 权 汪 。 

巴黎 的 约 得 从 亚 里 士族 德 的 永 则 出 发 ， 将 国家 视 为 目 然 

[1]] 。 See Joseph Cannin 区 .用 站 Epory 国有 e 才 捉 nlirareel 了 jpughc -1 之 - 

[21 “ 奥 托 三 世 铬 望 把 德意志 与 意 上 利 .帝国 与 教皇 统 褒 合 而 为 一 ,大 为 一 个 类 机 

古人 心 畦 马 帝 国 或 拜 占 许 帝 国 前 坤 示 政 治 的 帝国 。 他 想 作 同一 世人 拓 早 之 学 , 问 

时 有 浆 作 "基督 的 量 综 下 的 仆人 人" 。”"( 志 时 看 上 勤 尔 臣 他 碍 志 人 :第 了 93 页 。) 

[3 See 人 arlyle， 遇 砷 ppp ee Peicag 了 Reary VON PP 2358， 

[4] 一世 友 臣 群 教皇 说 :“ 居 的 松 力 只 是 育 语 而 我 们 的 是 实 和 下 的 。” 【机 alter UiL 

mann ,有 era 记 oMea Toaghr pp-202.) 



的 秩序 .其 存在 是 为 了 共同 体 的 福 祷 。 他 也 承认 , 教 全 在 人 类 

生活 中 有 其 必然 地 倍 ， 其 职责 是 引导 人 达到 超自然 的 目的 。 

这 样 一 来 ， 世 俊 的 可 以 等 岂 于 自然 ， 精 神 的 可 以 等 癌 于 超 日 

然 。 按 以 往 基 督 教 的 “总 体 ” 规 念 , 世 傣 的 和 精神 的 分 界线 不 

吕 能 找到 - 但 是 现在 自然 和 超自然 概念 的 引进 使 这 秋 区 分 成 

为 可 能 ， 妈 然 世俗 可 以 等 同 于 自然 ,就 可 以 确定 好 说 它 是 自 

主 的 ,因为 它 建 基于 它 自 己 的 自然 的 法 律 。 而 且 , 它 追求 自己 

的 日 的 。 在 以 往 的 理论 中 ,世俗 的 低 低 是 精神 权力 的 附属 物 ， 

现在 它 以 自己 的 权利 为 基础 .成 为 自主 的 和 重要 的 领域 。 站 1 

早期 王权 狂 皂 绝 承 认 皇 帝 术 力 来 源 于 融 会 ， 认 为 它 直 接 

来 源 于 上 帝 。 但 中 世纪 晚期 的 神学 家 越 米 越 强 疝 王权 来 源 于 

社会 挫 回 体 、 民 族 共 同体 或 人 民 。02] 

奥 卡 媚 的 威廉 (Willian of Decam) 认 凡 , 皇 帝 的 权力 源 于 上 

帝 ,但 通过 人 。 西 班 牙 的 察 托 (Soto) 说 ,国王 的 权力 不 是 直接 

地 来 源 于 上 帝 , 除 某 些 特 殊 情 况 , 如 扫 罗 种 大 卫 外 , 他 们 一 般 

是 出 人 民 建 立 的 , 其 祖 力 来 源 二 人民 。5[5 悄 稣 会 著名 作家 苏 

瓦 稍 奖 (Suarezy 记 坚持 ,政治 权力 并 非 由 上 帝 直 接 授 了 任何 一 

个 人 。 所 有 政治 祝 力 和 芒 律 的 最 终 来 源 是 共同 体 。14 这样 一 

来 ,上帝 就 被 推 到 终极 来 源 的 冥 冥 深 处 ,王权 的 直接 可 电 的 来 

源 是 人 民 共 同体 。 它 的 部 六 在 于 将 教皇 从 上 帝 与 王权 之 间 挤 

了 出 去 ,从 而 使 王权 建立 在 新 的 基础 之 上 , 搜 掉 了 教 权 干 预 世 

俗 事务 的 法 理 基 础 。 

【it1 see< 让 过. .pb,202. 

[2] 卡 药 尔 认为 在 这 里 应 情 用 "和民 ”{peuple] 概 交 . 它 是 容易 可 起 琉 交 的 邮 代 籽 

二 .在 中 世 志 , 展 当 前 水 证 基 "共同 性 ”fcamimunity] .共和 本"“【Respubhiical 战 

“社会 ”〈Umveraitasi . 这 是 更 准 酌 的 中 世纪 概 千 (Carlyle ,4 症 story 中 时 下 ruod 

Poliiicad Heory ,Yol 训 ,n 206 1) 

i3] ”See ibida. ,Vol .三 ,pp.44，255. 

[41 See Carlyle ， 癌 Hiapory 有 ce 十 tau Popearerl 了 Theoryr Ya .pp :345 一 34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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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 

王权 源 于 人 民 轩 想 的 流行 ， 得 益 于 对 罗马 法 的 研究 。 零 

马 法 记载 了 大 法 学 过 与 尔 比 安 的 一 句 关 育 王 皇帝 的 决定 都 具 

有 法 律 的 绽 力 ， 因 为 人 民 已 经 把 他 们 的 全 部 权力 都 通过 王权 

法 转移 给 了 他 。 "0 在 中 世纪 网 蕊 法 学 家 那里 ,这 公 话 成 为 王 

权 源 于 大 民 的 法 律 根据 .法 党 家 位 在 政治 权威 的 来 源 问 题 上 

没有 分 监 ,大 家 都 同意 政治 权威 来 源 于 共同 体 。 的 确 , 它 的 最 

壶 来 源 是 上 帝 ， 但 是 通过 共同 悼 而 不 是 教 旦 来 源 于 上 闹 。 人 

们 的 分 监 在 于 ,人 民 将 权力 让 与 皇帝 的 行为 ,是 一 次 性 的 永久 

让 与 , 还 是 可 以 收回 的 。 但 无 论 如 何 , 政治 权力 来 源 于 人 民 ， 

这 是 设 有 疑问 的 。123| 

世俗 权力 独立 性 原则 还 得 到 亚 里 于 对 德 理论 的 放 持 。 通 

过 13 世纪 后 半 叶 的 “ 亚 里 士 密 德 革命 " 或 “复兴 "”, 神学 家 对 

亚 星 士 密 德 进行 了 基督 教 的 旋 礼 , 隔 时 也 使 基督 教 政治 哲学 

经 历 了 亚 里 士 记 德 的 洗礼 、 亚 氏 的 影响 带 来 一 种 新 观 您 ， 即 

国家 的 自主 性 观念 。 亚 里 十 多 德 的 和 名言” 人 是 天 生 的 政治 动 

牧 " 又 为 神学 家 们 所 津 嫂 乐 道 ,国家 被 理解 为 日 然 现 象 , 人 性 

的 产物 ， 有 相对 独立 的 价值 。 巴黎 的 约 蔓 朗 取 了 亚 里 士 多 德 

和 人 发展 了 阿 挛 那 ,他 将 教会 与 王国 并 列 ， 认为 教会 是 纯粹 而 

简单 的 神秘 团体 ， 而 王国 是 自然 的 政治 体 ， 因 教会 是 纯粹 的 

神秘 团体 ,其 首 贷 的 职责 纯粹 是 圣 礼 性 的 , 它 不 是 组 织 性 的 

和 法 律 性 的 团体 ,不 能 合法 地 干预 公民 世俗 生活 ， 向 统治 者 

发 导 施 令 , 教会 首脑 的 惟一 职责 是 管理 信徒 的 圣 事 。 这 样 他 

就 久 明 地 区 分 了 “日 然 的 政治 团体 ”和 “基督 的 超自然 的 神秘 

团 迟 ”。 通 过 将 教会 定义 为 “超自然 ”的 , 就 将 其 请 出 了 人 尘世 

[1] 《学 说 汇 笋 ?3 ,第 1 栓 , 昔 4 章 第 1 节 。 

12] 在 中 攻 和 , 王权 滞 于 人 再 拉 不 埠 味 着 现代 式 的 选举 ,不 昆 吨 粹 点 军 选 时 的 站 

果 :， 它 可 能 包 洁 有 限 形式 的 选举 . 但 也 可 以 是 通过 次 和 的 方式 , 针 循 习 避 法 

惑 共同 悼 生活 了 诛 册 的 上 方式 产生 国 于 。 



癌 。 [0 根据 他 的 痢 述 : 国家 制度 “ 庆 于 外 然 相 利 , 源 于 民族 极 

利 ”, 它 并 非 源 于 教 权 。 0 

出 隆 将 王权 建立 在 新 的 基础 上 ,到 中 世纪 末期 .王权 就 能 

能 尼 民族 的 代表 自居 ,唤醒 和 训 集 名 族 的 感情 和 力量 ,与 教 家 

展开 较量 。 比 如 在 与 教皇 发 生 冲 窒 时 ， 法 王 非 和 浦 怪 首次 召 

洁 全 国 三 级 会 议 {1303 年 ) 以 取得 民族 介 蛋 的 支持 。!L3J 以 往 的 

于 模 是 者 建 等 级 体系 的 最 商 领 主 ， 现 在 则 成 为 民族 共同 体 的 

扫 长 。 各 种 新 兴 的 进步 万 量 都 辆 因 手 土 权 周 团 ， 以 民族 共同 

体 的 权力 为 基础 的 于 权 终于 压倒 了 教 权 。 

4 教 权 与 王权 之 委 : 权 因 何 在 ? 

在 这 场 教 权 与 王权 的 大 搏斗 中 ， 两 权 的 分 化 达到 中 世纪 

的 顶点 。 双 方 嫩 要 守护 自己 的 禁 青 ,又 要 侵 夺 对 方 的 领地 : 婚 

要 四 互 作 人 和 纠 缆 ， 又 要 相互 迭 脱 与 分 离 。 和 争论 的 双方 都 承 

认 ,在 同一 基督 教 共 辣 恒 内 存在 着 两 种 性 质 不 同 的 权力 :精神 

权力 和 世俗 权力 .它们 应 该 合作 ,不 应 该 分 敢 ;应 该 分 工 , 但 不 

能 合并 。 但 问题 在 于 ,精神 权力 与 世 惟 权力 “上 帝 的 牧 ” 与 

“ 亿 撒 的 物 ”" 有 很 大 一 部 分 在 现实 中 互相 痢 结 、 交 叉 重 合 。 难 

以 分 得 清 , 理 得 开 -.“ 和 人们 信和 守 的 原则 是 清 相 的, 相对 来 说 也 

比较 简单 .但 两 种 权力 的 实际 关系 却 十 分 复杂 。 ”4 在 两 种 权 

力 范 围 的 交叉 重 王 地 带 .模糊 地 带 ,双方 展 开 了 激烈 的 争论 。 

[1 可 alter ilmann ,Wedieoal Pofizical 下 ousi .201. 
12] 了 hm 可 Paris， 归 m 民 imEr ak 天 apal Peer ，in 下 alph Lerner and 隐 uhnain 夺 akqi， 

ed PH 户 AiEosopiy : 光 吕 DUroapuo 天 ,PE -0OG6 。 半 ] 寺 - 

「35] 站 是 尘 国 等 勤 访 全 的 开 彤 .从 这 里 也 可 有 到 ,在 教 权 与 于 相 的 酷 插 之 搜 中 ， 

人 名 是 赣 益 者 。 

14] ”Carlyle ,4 isgory 克 edieuqf Popieaf Toory wo， 贡 .2， 

到 EC ” 工 Jruim 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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杏 六 于 人 耳 煌 动 F 齐 

(1) 关 于 主教 的 叙 任 权 

争论 最 初 集中 在 地 俗 统治 者 在 主教 选任 三面 的 权力 即 

“ 叙 任 权 " 问 题 上 。L11 它 和 处 到 教会 组 织 上 的 独立 性 问题 。 

如 前 所 述 ,让 到 主教 叙 任 权 冲 突 开 始 前 .在 主教 任命 上 人 

们 一 般 接受 的 原则 是 : 教区 教士 和 大 民 选举; 大 主教 同意 ; 君 

主 认可 。 其 中 任何 一 个 孙 素 都 不 能 被 忽略 。 但 是 ,这 几 个 因素 

的 实际 影响 还 不 是 半生 的 。 在 世俗 化 和 封建 化 的 过 程 中 ， 主 

教 已 不 青 是 纯 入 的 圣 职 ， 他 们 电 于 占有 领地 和 在 国家 中 担任 

高 绥 宫 职 而 深 深 卷 人 封建 主 习 的 “领主 一 陪 包 "的 授 封 网 络 以 

及 世俗 的 驾 力 体 系 中 。 由 于 主教 的 世俗 角色 对 帝国 僵 来 意 重 

要 ,所 以 后 帝 在 主教 的 任 全 上 发 挥 着 关键 性 的 作用 。 

这 样 一 来 ， 二 元 化 权力 体系 的 双 闷 怪物 在 主教 导 上 和 王 弓 

为 连 体 的 特征 。 他 们 一 自 兼 任 精 宰 的 和 世俗 的 划 色 ， 所 纪 成 

为 教 权 与 俗 权 争斗 的 焦点 。 从 主 帝 方面 说 ， 主 教 和 修道 院 长 

无 缚 是 教会 的 支柱 ， 但 它 岗 时 也 是 帝国 的 立柱 。 从 帝国 的 需 

要 出 发 ， 皇 帝 希 望 他 们 在 行政 能 力 和 对 王室 的 忠诚 等 方面 值 

得 信 和 和正。 很 自然 ,他 们 需要 控制 这 些 职 位 的 选任 ,特别 原意 由 

在 皇 富 教 堂 中 服务 的 教士 充任 这 些 教 职 。 但 教会 的 改革 放 却 

要 求 这 些 职 位 按 宗教 原则 来 控制 ， 使 他 们 摆脱 世 丛 权力 的 最 

绊 , 献 基 于 教会 的 利益 。 

教 旦 格 星 高 利 七 世 就 职 后 , 即 对 进 俗 袍 力 的 “ 叙 任 权 ” 发 

出 了 禁令 。 他 规定 ,所 有 神职 人 员 都 不 能 从 国王 .后 玉 和 其 他 

俗人 那里 接受 主教 、 修 道 院 长 等 教 职 的 任命 。 所 有 平 信徒 这 

样 葡 都 是 无 效 的 。 任 何人 从 世俗 大 芋 手 中 得到 的 主教 、 修 道 

[1] 中 世纪 文献 中 ,各 任 标 ” (inyesature; 有 委 浆 性 .可 指 严 司 查 冯 【的 控 于 主 粒 

象征 宗教 权力 的 牧 才 和 和 权 形 ,了 世 可 省 指 一 般 神职 棍 任 ,1See arlyle itL 有 story 中 

Wedml Pofurzeal Taory Vol， 何 ，Pp 34- 一 75.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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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 长 职位 ， 都 不 被 生 认 位 列 主教 和 修道 院 长 行列 ， 接受 和 授予 

者 都 会 被 开除 教 籍 . 它 规定 ,当地 方 主教 空位 时 , 教 星 或 大 主教 

送 去 一 刀 王 教 . 在 他 指导 下 , 教士 和 人 民 在 准 有 佳 何 世俗 人 士 

芭 持 或 威胁 的 条 件 下 进行 选举 , 然后 经 救星 或 大 士 孝 认可。 这 

梓 ,教皇 就 在 这 里 翁 厂 地 和 请 楚 地 禁止 了 所 有 世俗 “ 叙 任 权 ”。 

在 搜 论 中 , 皇帝 诬 一 方 随 认 ,在 主教 的 职位 中 , 有 精神 和 

世俗 廊 面 的 本 质 人 性 的 区 分 。 志 俗 权 力 要 求 次 定神 职 的 任命 仅 

涉及 其 世俗 方面 -维和 多 (Wiqo) 并 述 道 , 有 必 村 清楚 区 分 主教 权 

力 的 两 个 方面 。 一 方面 ,其 职位 是 精神 性 的 ,所 有 精 昼 性 的 权 

力 部 是 通过 其 他 主教 由 圣灵 授予 的 。 一 方面 ， 他 还 有 志俊 

校 丸 和 财产 ， 这 需 由 君主 授予 。 圣 灵 授 予 他 的 精神 轰 力 不 能 

服 共 皇帝 轰 力 ,但 作为 世 愉 权 力 和 财产 的 占 衣 者 ,因为 它们 来 

旧 世 俗 权力 ,必须 由 址 俗 权 力 的 继任 音 重 新 确认 ， [从 这 里 ， 

他 找到 了 皇帝 授 任 权 的 解释 和 理由 。 

教皇 一 派 有 时 看 起 来 否认 世俗 权力 在 神职 任命 中 有 任何 

权 方 。 不 过 他 们 的 主要 矛头 拒 同 世俗 统治 者 随 其 喜好 任性 而 

为 的 全 法 ， 宽 出 强 调教 区 教士 和 人 人 民 自 由 选举 的 权利 。 籽 们 

也 特别 择 击 在 主教 的 选任 中 由 世俗 权力 的 滥用 而 来 的 实践 方 

面 的 徘 亚 。 教 会 改革 铂 重 视 教 会 的 目 由 和 纯洁 ， 对 世俗 权力 

控制 主教 任命 的 作法 深恶痛绝 。 接受 世 俗 扫尾 向 和 买卖 公 

职 , 定 指南 为 主教 的 "通奸 "行为 。 他 们 宣布 ,世俗 授 圭 的 教 职 

不 具有 神圣 性 ,他 位 主持 的 圣 事 是 无 效 的 。1106 年 宗教 会 取 

上 ,一 位 主教 认为 ,其 宁 教 会 不 能 在 无 钢 国 王 意见 的 情况 下 选 

举 主 教 ,就 等 于 使 数 会 成 为 妈 素 。 在 授 任 仪式 上 ,皇帝 轻 子 权 算 

和 上 黎 桃 是 对 神 的 权利 的 借 趟 ,而 效忠 忆 陈 有 辱 教 二 的 苯 记 。 司 1 

[]] See Carlyje ii Htory mr eeeol Pofaeru Theoryr va II ,Pp.85. 

[2z1 see ibid. .Yaol ,ptild4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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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三 灿 竹 Fr 对 

一 位 极端 教 权 沽 的 修道 院 长 杰 佛 里 (Geoffey) 在 号 给 教皇 的 

信 中 说 ; 信仰 、 纯 洁 和 自由 是 教会 的 牛 命 , 容 奴 世俗 叙 任 权 

就 破坏 了 这 一 切 。 他 暗示 , 他 宁可 反 产 教 坚 木 人 , 也 不 会 接 
受 对 教会 自由 和 纯 活 的 朋 灭 。10 

关于 在 主教 授 封 仪式 上 是 否 应 让 皇帝 授 千 权 戒 和 四 杖 

的 问题 ,表面 上 是 仪式 之 争 ,实质 上 是 意义 之 争 。 它 涉及 到 主 
教 的 教 权 源 于 何 处 的 问题 。 兰 格 利 鸟 斯 (Rangerius) 是 教皇 党 

中 的 不 妥协 者 。 他 认为 , 权 戒 和 牧 枯 足 神圣 的 象征 物 , 不 能 从 
俗人 那里 接受 。 权 戒 象 征 主教 与 他 的 教会 的 联合 ， 软 杖 象征 
教委 和 翻 式 的 权 位 。 牧师 的 收 杖 永 不 能 臣 踊 于 剑 。 因 此 之 故 ， 
他 也 强烈 反对 主教 向 国王 实 督 。02] 

《2] 关于 教皇 开除 和 皇 市 (或 国王 ) 教 夭 及 废 山 其 皇位 的 

权力 

由 于 在 教 权 与 主权 的 斗争 中 教 星 频繁 勾 起 教 权 之 倒 ， 并 

除 或 废 融 皇帝 ,而 皇帝 也 以 武力 分 人 教 旦 的 庶 立 。 于 用 ,两 权 

的 苞 代 表 教 皇 与 皇帝 的 相 杞 管辖 各 问题 便 比 以 往 更 窒 出 地 呈 

现 于 人 们 面前 。 

教皇 派 坚持 将 教皇 对 一 般 信 徒 的 宗教 管辖 权 适 用 于 皇 

帝 。 作 为 教会 的 最 高 精神 领袖 , 教 星 日 认为 享有 “完满 的 权 

力 ”( 英 诺 森 三 世 ) ,在 天 上 与 地 上 的 “捆绑 与 释放 "的 权力 。 

对 普通 信徒 来 说 , 移师 和 主教 即 可 行使 这 种 权力 ,但 对 皇 谊 

来 说 ,这 种 入 力 特别 由 教 星 来 行使 。!3 

这 种 权力 集中 表现 在 教皇 开除 皇帝 教 籍 的 权力 上 .。 格 

遍 利 七 世 为 此 项 权利 辩护 道 ， 如 果 说 有 人 人 委 人 可 以 免除 

[1] See jbhid,, vol， ,PP 130 一 131. 

[2 See ibid. ,Vol mW ,pp .108 一 109 . 

[3] 对 香 圆 王 作 玲 说 ,主要 电 奉 国 大 主教 求 直 振 行使 .有 时 教皇 也 会 作业 其 中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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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会 的 审 兰 , 那 是 荒 评 的 ,因为 那 意味 着 他 在 教会 之 外 , 离 

开 基 督 。 为 论证 开除 皇帝 或 国王 教 籍 的 权力 是 合法 的 ,他 引 

让 了 历史 根据 ,无 群 , 历 史上 不 乏 这 样 的 先例 .他 问 道 :为 什 

么 上 帝 授 子 裁 兰 精 神 事 务 权 力 的 使 徒 继承 人 不 能 所 裁 糊 世 

人 怡 事 务 呢 ? 怎么 能 够 设想 ,具有 彼得 的 据 几 和 释放 的 权利 ， 

有 权 打 开 误 关 财 天 堂 之 站 的 教皇 , 却 无 地 证 的 审判 之 权 ? 所 

有 由 人 创立 的 地 上 的 权力 ， 都 昌 服 从 由 上 帝 自 己 所 创造 的 

根 国 [1 

显然 ， 教 皇 在 这 里 将 人 人 在 上 帝 面 前 的 平等 转换 成 了 人 

大 在 教会 面前 的 平等 。 教 皇 在 地 上 代行 上 帝 的 职权 ， 际 提起 

对 区 俗 统治 者 的 监督 职能 。 但 教皇 权力 的 实际 作用 却 不 那么 

纯粹 , 它 既 有 道德 监督 作用 . 又 有 个 人 野心 . 思 外 和 纯粹 权力 

斗争 的 因素 拓 人 其 中 。 也 因为 如 此 ， 基 权力 的 法 律 依 据 和 实 

际 效果 都 是 处 确定 的 。 

皇帝 在 什么 情况 下 会 被 开除 教 夭 呢 ? 在 政教 之 争 的 年 

代 ,教皇 实际 援引 的 和 教 权 拍 所 主张 的 罪名 大 体 上 了 包括 :第 

一 ,这 德 纶 喜 , 生 活 上 的 污 行 ; 第 二 , 异端 行为 , 姑 未 能 在 县 已 

领地 上 尽 到 根除 异端 的 职责 . 也 与 异端 罪 同 等 论处 ;第 三 , 声 

背 正义 原则 ,施政 暴 典 , 侵 夺 教会 权利 .压迫 人 民 等 :第 四 ,未 

能 履行 宗教 义务 ;第 上 右 ，: 般 的 失职 和 无 能 。 

按 教 会 的 理论 ,皇帝 或 国王 被 开除 教 籍 后 .与 加 的 被 开除 

者 一 样 ,被 视 为 患 了 精神 上 的 传 渴 病 , 人 们 需要 回避 他 。 有 的 

教会 法 学 家 认为 ,所 有 的 人 不 许 与 被 开除 教 籍 的 人 写实 .区 谈 

和 吃饭 ， 否则 就 会 招致 问 样 的 判决 。 这 样 就 切断 了 他 生活 中 

的 正常 联系 .如 果 不 廿 冒 受 惩罚 的 危险 ,没有 人 人 能够 与 他 正常 

交往 。 受 到 开除 教 籍 处 分 后 ,相当 于 社会 睫 部 的 流放 , 旦 融 事 

[1 See Canyle ad ifory Feed Fniitiroy Treorr vol 上 .p,205， 

207 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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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 七 难以 履行 公务 。 在 皇帝 或 国 工 拒绝 服从 教皇 的 时 候 ， 教 

星 示 能 够 颁布 对 整个 王国 的 禁令 .禁止 国内 电教 会 主持 的 各 

种 圣 事 ,从 而 追 使 国 于 届 服 。 

教 星 开除 至 帝 教 籍 的 权力 有 充分 的 理论 的 、 历 史 的 和 法 

律 于 的 根据 ,对 此 皇帝 一 方 一 般 也 不 持 异 议 。 辣 题 在 于 ,教皇 

还 由 此 更 进一步 ,声称 有 解除 臣民 效忠 的 将 约 , 进 而 雇 黑 皇 帘 

的 权力 。 这 成 为 争论 的 焦点 。 

有 的 教会 法 学 家 认为 , 教 旦 无 权 和 直接 废 山 世俗 统治 者 , 央 

为 他 们 的 权力 源 于 “于 帝 和 人 民 的 选举 ”, 但 教皇 下 以 通过 开 

除 他 们 的 教 籍 而 间接 地 达到 虞 加 他 们 的 结果 。f10 在 格 里 高 利 

者 来 . 开除 教 籍 的 权利 就 包括 废 点 的 权利 , 纪 就 是 说 , 后 项 权 

利 已 经 包 售 在 前 项 权利 中 了 。 教 皇 有 权 窒 布 其 位 君主 是 “被 

二 帝 抠 穿 的 天” .从 而 废 点 他 。 这 是 以 上 帝 在 尘世 代理 人 身份 

行使 权力 。 在 这 里 ,“ 捆 绑 与 释放 的 权力 ”被 引申 为 对 皇帝 的 

废 立 之 权 。 因 为 , 正 是 教会 使 人 免 去 原 菲 ,因而 也 是 教会 使 - 

个 人 成 为 其 财产 、 权 力 和 特权 的 正当 主人 - 那么 , 当 一 个 邪 杰 

的 君主 被 教会 旭 夺 了 教 籍 后 ， 就 自然 失去 了 此 俗 松 力 。 所 以 

教皇 派 一 些 人 认为 ， 开 除 教 籍 本 身 就 中 止 了 臣民 与 统治 者 的 

关系 , 被 开除 的 统治 者 就 未 再 有 和 任何 政治 权力 。 教 会 法 学 家 们 

也 前 述 了 一 个 简单 的 逻辑 : 罪 亚 的 暂 言 不 必 遵 守 ,甚至 作假 叔 

也 比 遵 守 亚 睹 的 暂 言 好 。 而 只 有 教会 有 权 认 定 什 么 上 斩 言 应 凉 

拓 遵 守 ,有 权 宣 布 兰 言 无 效 ,从 向 解除 臣民 对 皇帝 的 暂 约 ， 吕 3] 

然而 星 毅 一 方 认 为 ,被 涂 油 的 国王 不 是 普通 的 众人 ,他 只 

[1 了 man Termey ,如 ， 了 Be ri 让 Fe 上 昌 ie 站 一 人， .ed or 于 阳 。 

P.118 . 

12] 在 中 世纪 西欧 .国王 与 下 民间 的 关系 是 名 约 其 系 。 国 王 登 车 时 商人 散 的 了 对 诺 和 

良民 对 国王 的 获 忠 叔 站 是 维系 两 者 关系 的 主要 六 据 。 和 违背 上 暂 约 在 宗教 上 上 是 犯 

煞 , 仙 如 果 载 合宜 布 臣民 的 暂 的 大 效 ,唱功 民 再 再 有 小 以 国土 的 内 竹 ,在 特定 

形势 下 ,这 就 意味 音 解 队 了 对 反 归 行为 的 约 串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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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由 上 帝 来 审判 - 除 异 端 菲 外 ,他 不 能 固 任 何 罪行 被 废 山 。 有 

的 人 认为 ,即使 旦 帝 犯 了 放 端 套 ,其 度 惑 权 也 不 在 教皇 而 在 国 

内 王 会 足 族 。 面 对 教 权 的 进攻 ， 王权 派 坚 守 神 圣 民 力 与 世俗 

权力 的 区 分 ,这 是 基督 以 两 把 便 的 形式 在 他 的 教会 里 建立 

的 。 教 皇 破 坏 了 这 个 秩序 ， 世 就 毁灭 了 其 个 权力 的 地 位 和 威 

信 。 有 人 直接 否认 开除 教 籍 的 权力 就 必然 意味 着 刻 轴 的 权 

万。 他 们 认为 ,即使 捍 帝 真 的 有 罪 . 教 晨 也 无 权 解 除 其 奈 民 的 

忠诚 碍 的 。 我 们 知道 ,基督教 忧 统 里 一 直 有 一 种 理论 ,即使 是 

品 亚 的 国王 也 是 二 帝 的 安排 ,臣民 世 需 服从 。 

《3) 关于 教会 的 世 傣 权 力 

有 关 教 会 的 世俗 权力 阿 题 首 先是 法 理 上 的 和 问题， 澳 及 到 

教皇 是 但 具有 高 于 世俗 统治 者 的 权力 ? 是 个 在 世俗 事 和 荔 上 也 

享有 最 终 权 感 ? 有 关 的 健 论 我 们 在 前 一 节 里 已 经 所 及 。 但 在 

教 权 与 王 轰 的 斗争 由， 还 大 重 涉 用 一 些 具 恒 问题 。 东 一 具 何 

事项 ,王权 方面 认为 属于 纯 世 闪 问 题 而 拒绝 教 星 干预 ,而 教 旦 

方面 却 将 其 解释 为 具有 宗教 意义 ， 坚 持 对 其 行使 宗教 管辖 

权 。 这 里 主要 是 权力 范围 之 争 。 叉 方 在 承认 精神 权力 与 世俗 

忆 力 分 工 的 基础 上 , 对 一 些 模 烦 地 带 、 交 叉 领 域 ̀ . 过 识 地 带 进 

行 有 利于 身 己 的 界 奸 。 

我 们 无 意 全 面 叙 述 有 关 争 论 , 只 选 两 个 有 代表 性 的 问题 , 从 

中 人 和 们 可 见 精 神权 力 与 世俗 权力 在 试图 分 开 时 有 遇 到 的 厅 。 

间 先 是 教 倒 是 否 有 权 干 预 皇 贡 的 选举 。 

币 国 王公 坚 棕 选举 国 天 【吉野 后 称 星 帝 ) 是 他 们 的 传统 

权利 ,拒绝 教皇 染指 - 但 教皇 对 此 另 有 说 秤 。 教 和 皇 英 诺 森 三 

志 在 一 次 争论 中 为 自己 的 于 预 行 为 辩护 说 ， 根 据 老 的 法 

律 箱 习 悄 ， 国 主 由 德国 人 民 和 贵族 选举 ,这 是 他 们 的 权利 ， 

教学 无 意 侵 犯 他 科 的 权利 - 但 是 ,教主 有 权 审 察 被 选举 者 是 

本 王 本 生 本 着 有 和 和 上 下 和 机 二 证 司 和 也 卫 

华 导 未 广 灯 著 个 济 证 项 川 兰 利生 下村 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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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

天 合格 : 教皇 槛 为 当选 前 涂 油 . 授 职 和 如 时, 当然 有 按 宗 教 

标准 审 察 当 选 者 是 否 合 格 的 权力 。 王侯 们 不 能 说 ,只 蓝 他 和 们 

渤 举 了 , 尽管 是 一 致癌 意 , 哪 局 基 该 神 者 , 或 被 开除 教 籍 的 

人 , 教 星 也 要 为 其 授 职 和 加 蚁 .[ 喘 庶 森 四 世 进 一 步 恤 展 了 

英 诺 森 三 世 的 息 想 。 他 不 仅 坚 持 教 旦 有 权 拒 绝 不 合格 的 候 

选 人 , 有 和 权 在 冲 罕 的 选举 中 镍 出 决定 ,还 认为 在 选举 者 失 耶 

时 ,他 自己 能 够 任 个 皇帝 。 教皇 -- 方 另 -- 个 有 力 的 根据 是 所 

亩 “帝国 转移 理论 ”-. 杠 据 这 一 理论 ,是 教皇 将 帝国 以 希腊 人 

手中 和 革 加 ,赐予 以 查理 映 为 代表 的 日 耳 坚 人 ,他们 也 有 要 收 

回 这 一 赠 网 , 赠 子 比 现任 者 更 合 糙 的 人 或 民族 。 间 诺 森 四 世 

明确 说 过 ,皇帝 以 他 那里 得 到 帝国 。 他 依 此 要 求 成 为 所 有 国 

家 的 “长 上 ” (auperiorl ,因为 他 是 基 间 的 代表 。13] 

其 次 ,是 载 皇 是 否 有 世俗 事务 的 仲裁 权 。 

按 教 权 族 的 观点 ,由 于 和 愉 权 源 于 教 权 , 教 权 对 世俗 事务 享 

有 最 终 症 制 权 ,所 议 , 当 后 帝 空位 期 间 ,世俗 王公 犯 了 严重 界 

行 而 被 雇员 期 届 ,以 及 世俗 王 会 发 生 纠 纷 的 时 候 ,应 该 向 教皇 

上 诉 ,教皇 有 权 作 出 仲裁 。 

类 诺 森 三 世 经 常 干预 世俗 统治 者 间 的 冲突 ， 意 力 说 服 或 

强迫 使 们 保持 币 平 。 在 英 主 约 蒜 和 法 王菲 利 浦发 生 冲 宽 时 ， 

他 出 面 舍 裁 。 厘 利 浦 拒绝 教皇 的 仲裁 ， 认为 他 无 权 于 预 封 建 

事务 。 但 基诺 森 三 世 认 为 ,他 并 丰 是 于 预 圣 建 事务 ,而 是 受理 

关于 有 罪 的 控告 。 约 得 控告 非 利 铺 有 罪 ， 他 有 权 对 此 进行 调 

查 - 孝 皇 有 处 理 信徒 犯罪 问题 的 司法 权 , 这 是 不 窜 置 疑 的 。 在 

站 孽 十 煌 雪上 独 

[11 。 Henry 生 etenacb 由， 刷 ocemueras f 二 siFisiianm 站 arc 下 23nd editinn pp.112 一 113， 

所 岂 , 在 非 利 痊 与 奥 托 的 选举 之 争 中 ,教皇 因为 介 利 铺 妃 糙 开 除 救 籍 .发 伪 畦 

和 褒 吉 救 会 等 罪名 .取消 其 选举 资格 , 宜 布 支持 粤 托 .但 辑 证 如 和 锡 合 用" 批准 

一 词 .以 避 干 独 选 举 之 嫌 。 

【2] 多 ee 人 aclyle .4 五 ipFory dietarr Poluiceay Zenrr ,yo WPp.3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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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给 法 国 主 教 的 信 中 ， 他 振 所 有 词 地 为 自己 的 权利 进行 了 辩 

坊 。 他 称 ,在 《圣经 ?中 ,基督 让 受伤 害 的 人 问 教会 求 嫂 。 英 王 

认为 法 王 诸 害 了 他 ,因此 求助 于 教会 , 教 星 不 能 不 理 。 他 否认 

教皇 有 权 裁 雇 诸 如 采 尼 问题 ， 这 种 问题 由 硅 建 领主 去 解 次 。 

但 豪 无 晴 问 ,教皇 有 权 裁 决 罪 的 问题 ,有 义务 电 责 人 们 道德 上 

的 罪 , 对 国王 也 不 例外 。 他 还 指出 , 两 个 国王 因 缔 约 条 约 , 并 

由 誓言 保证 , 如 果 它 们 受到 破坏 ,人 们 公认 , 违背 耕 言 的 问题 

要 由 教会 处 理 。 扣 1 

教皇 以 精神 权力 之 名 在 世俗 领域 里 行使 的 权力 可 以 产生 

巨大 影响 。 在 著名 的 卡 诺 荡 避 件 中 ， 教 芋 使 时 帝 遭 们 最 广 重 

的 善 墅 。L2 中 世纪 最 有 才干 的 教皇 英 诸 森 三 世 栅 政 期 间 , 最 

大 限度 地 发 挥 了 教 权 的 作用 。 他 使 用 毅 超 的 政治 手腕 ， 在 各 

国 和 各 派 政治 势 力 间 纵横 朱 痢 .翻云覆雨 。 在 他 执政 期 间 , 劣 

马 教 廷 成 为 欧洲 政坛 上 最 有 影响 的 势力 。 他 闹 迫 使 奖 王 约 朝 

称臣 纳 贡 ,也 甸 宣布 英国 著名 的 4k 大 宪章 4 无 歼 : 李 能 强迫 实力 

强大 的 法 王菲 利 铺 二 世 同 被 他 无 理 废 贺 的 工 后 复婚 ， 也 能 折 

散 某 昂 王 阿 方案 娘 世 与 他 近亲 妻 季 的 婚姻 。 

世俗 权力 对 上 帝王 国 的 守护 者 具有 极 头 的 诱惑 力 。 一 些 

教皇 也 的 确 梦 想 过 成 为 兼 掌 精 神 之 便 与 世 愉 之 刻 的 君王 。031 

正如 汤 首 也 所 说 :“ 教 会 一 且 党 着 权力 的 甜 味 以 后 , 再 也 不 愿 

意 离 开 那 世俗 的 和 媳 席 了 。 ”5!41 不 过 清醒 的 教皇 也 意识 到 这 里 

「11 See Srman Tinrmney ,et .， Te raa 二 Chi 下 有 人 3 0，tpc 5elererdd 

Te PP .34 一 35 - 

ti2] 有 开 . 乌 尔 曼 称 这 聊 训 件 为 "来 身上 面 的 划 伸 "，( 克 alter Ullmann , 几 3or 部 rory 

旷 e Papaey 各 反 UN sp 159.) 

[3] 扬 说 卡 尼 持 斯 上 世 在 1300 年 天 本 的 百年 上 大 康 节 -上 捷 见 朝 娠 的 凶 杂 时 , 坐 在 君 士 

坦 于 的 宝座 上 , 身 同 宝 创 . 头 央 帝 更 . 商 声 眼 道 “ 难 适 得 世 性 攻 部 星 ? 我 是 

忆 枢 一 -我 是 皖 帝 .7"1 驮 见 艇 旺 斯 : 布 坑 斯 :神圣 罗 己 帝 国 ? ,第 是 届 。) 

[4] 饮 昔 和 必 : 交 中 世 记 又 许 社 会 出 名 上 册 ), 职 译 如 评 .商务 印 书馆 .1984 年 ,第 8i 页 - 

下 3 下 和 旦 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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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 优 的 危险 :一 旦 他 和 们 操 莹 此 俗 权 力 ,他们 就 会 世俗 化 。 而 一 

且 他 们 世人 愉 化 ,他 们 的 精神 之 剑 就 会 钝 化 和 失灵。 

所 以 ,一般 说 来 ,教皇 在 世 谷 领 域 扩张 权力 是 邑 制 的 。 亚 历 

山大 三 世 (Alexander 于 ) 和英 诺 森 三 其 都 曾 拒 绝 干 预 封建 针 主 

的 可 法 权 -。 他 们 认为 ,只 有 当 领 主 法 庭 不 能 主持 正义 时 ,才能 

问 主教 或 教皇 叮 求 。 教 会 有 责 尾 保 护 受 讨 迫 和 这 到 不 公正 对 

符 的 人 ,但 教会 不 能 替代 正常 的 世俗 司法 程序 。!01 精 神权 力 能 

够 伸 族 到 基 些 世俗 事务 ,但 应 该 以 为 了 人 的 灵 瑰 得救 为 阻 。 

教 星 对 进 众 权力 旦 侵犯 ， 会 溅 起 世俗 权力 强 剂 的 反抗 . 

1246 年 法 国画 茵 曾 绪 成 联 览 ， 发 上 哲 不 让 教 土 染指 除 异 端 、 婚 

姻 和 商 利 袋 天 外 的 事 。 下 尼 法 斯 八 世 在 与 法 王 非 利 铺 的 冲 峰 

中 ,主张 精神 权力 商 于 国王 的 世俗 权力 ,这 不 仅 该 俗人 到 被 教 

士 所 否定 。 终 于 ， 这 忆 怀 有 最 太志 和 欣 野 心 的 教皇 遭受 了 最 严 

重 的 性 晴 。!t2 随 着 卜 尼 法 斯 从 进 的 死 , 精神 权 尹 也 据 有 最 高 

世俗 权力 前 要 求 不 再 有 和 任何 重要 的 实际 意义 。 

(4) 关于 皇帝 (或 国王 ?对 教会 的 监督 权 

在 与 教皇 激烈 的 争斗 中 , 面 对 教 皇 鹿 删 皇 帝 的 威胁 ,皇帝 

常 直 接 诉 诸 了 武力 反 市 教 居 ,但 有 时 他 们 也 寻求 合法 的 方式 , 通 

过 召集 宗教 会 议 来 庶 遇 教皇 。 

直到 氢 任 权 之 争 的 时 代 ， 皇 这 在 宗教 事务 中 的 作用 是 巨 

大 的 ， 对 此 很 少 有 人 人 怀疑。 一 般 训 来 ， 插 背 有 权 则 集 寺 教会 

议 ,颁布 会 议 的 诀 议 :有 权 监 督 教会 , 裁 次 其 所 部 纠纷 ,纠正 其 

[11 See Canrlye ,istory 才 和 ediebad Poiaiicad 了 Reory .Wol， 开 ,pp ,233. 

【21 法 加 人 人 千 上 上 尼 法 斯 绯 利于 的 信 ,. 称 “你 应 在 精神 和 世俗 李 务 上 了 上 骤 # 我 们 ”， 

据 此 指责 他 专 图 当 波 国 的 封 杏 策 主 。 对 此 上 尼 法 斯 回答 说 , 卉 他 邢 样 研习 法 

衬 相 年 的 人 .证 知 上 帝 建立 了 两 个 拉力 .本 可 能 说 出 那样 的 改 话 但 国王 二 

能 和 否定. 在 法 社 罪 的 问题 上 , 他 与 所 有 和 信守 一 样 责 服 从 程 刘 。 (Briun Tierney ， 

cd Te Crikls 可 CarrF 语 Sr， DSSD 1300，nith scgectag worumeks ,p.197.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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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 误 ， 使 其 免 于 瑚 落 和 商 败 : 有 权 维 持 教 会 秩 庄 和 良好 的 管 

理 , 也 有 权 干 预 教 皇 的 选举 。 在 历史 上 ,尤其 当 出 更 千 查理 曼 

和 身 托 那样 有 权势 的 皇帝 时 ， 此 俗 权力 事实 上 对 教会 内 部 事 

务 行使 着 相当 大 的 监管 梯 。 在 主权 与 教 权 诉 烈 斗 争 的 牛 代 ， 

于 要 党 能 鸥 从 历史 的 先例 中 找到 有 力 的 根据 .在 那个 年 代 ， 

历史 上 的 根据 在 大 们 的 心 日 中 是 极 有 分 量 的 。 

享 利 四 地 在 与 教皇 的 斗争 中 宣称 ,他 是 由 上 帝 任 合 的 , 只 

能 由 上 党 来 审判 , 伍 教 星 孝 可 以 由 朵 王 秋 主教 审 刊 并 废 贺 。 在 

回 疙 教皇 对 他 的 处 罚 时 , 他称 格 里 高 利 七 世 为 “ 伪 修 二 希 尔 德 

布 兰 德 ” ,并 命令 将 他 埋 下台。 员 一 位 支持 京 利 的 匿名 作者 为 皇 

帝 在 教 旦 选举 中 的 权力 辩护 。 他 际 认 ,一般 说 来 , 教 星 不 受 人 间 

权威 的 审判 ,但 在 出 现 不 正当 的 、 有 报 帝 国 尊 严 的 选举 或 有 争 

以 的 选举 时 则 例外 。 (4 无疑, 皇帝 要 对 帝国 的 秩序 负责 ,而 教会 

秩序 是 帝国 秩序 的 一 部 分 。 维 多 也 为 皇帝 在 任命 圾 时 中 的 权力 

提供 了 有 力 的 辩护 。 他 解释 教会 法 规 说 : 俗人 无 权 处 理 教会 事 

务 . 可 国王 事实 上 不 是 俗人 ,通过 旗 澳 ,他 已 经 分 享 了 牧师 的 职 

板 。 不 过 这 并 不 意味 着 星 帝 有 任性 的 权力 , 他 必须 在 教士 和 人 

民 同 意 下 , 才 享 有 任命 教皇 的 权力 。 必 不 能 任命 不 符合 圾 规 的 

人 ,了 字 不 能 把 根据 教规 属 十 教皇 的 权利 据 为 已 有 。 063] 

教 权 与 主权 的 权 超 之 和 争 是 一 场 册 日 持久 而 没有 结果 的 冲 

窗 。 问 题 在 于 事情 本 刁 的 性 质 , 即 教 权 与 王权 是 相互 交叉 的 ， 

精神 权力 与 世俗 权力 是 相 志 渗透 的 。 如 果 精 神 世 界 与 世俗 志 

界 能 够 分 开 ， 事 情 就 会 简单 和 容易 得 笋 。 林 事实 上 这 是 不 可 

能 的 。 人 俗人 和 教 王 每 一 方 都 赴 仅 服从 - :个 权威 ， 在 某 种 程度 

人 er WUWmann ASheri 天 shory 0 th Pr PE 一 

于 2 Se 人 arlyle ,由 晤 Fiory of en Poiitareg 了 rory ,VOL 有 ,pb 225- 全 2 ， 

[3]j See 和 b 训 -,Vael， 们 .np 328 一 - 子 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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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 至 少 是 两 个 ， 而 两 种 法 律 体 系 有 时 至 少 涉及 同一 个 问题 。 

这 就 是 困难 所 在 。 如 卡 菜 尔 所 分 析 的 ， 在 任何 特定 场合 和 特 

定 国 家 所 划 出 的 教会 法 领域 与 世俗 法 领域 的 界限 ， 都 是 粗糙 

的 和 不 科学 的 ”。 当 我 们 在 一 般 术 语 的 意义 上 ,或 脱离 具 性 生 

活 现 洋 的 抽象 意义 上 谈论 精 宰 与 扯 俗 之 分 时 ， 门 题 似 乎 很 简 

单 ,但 当 人 大 们 将 这 种 区 分 运用 于 现实 时 却 是 另 一 阿 事 。 "两 种 

权力 的 组 对 权威 的 问题 极其 困难 ,中 世纪 没有 达成 最 终 解 决 ， 

直到 今天 我 们 也 设 有 。 ”0 

$ 教 权 与 王权 之 争 : 妥 协和 与 坚 字 

主教 氢 任 权 之 争 最 终 通 过 泌 尔 姆 兹 协议 而 告 一 段落 。 双 

方 收 起 精神 与 世俗 之 便 坐 在 谈判 桌 前 , 达成 一 种 妥 助 。 它 的 基 

本 原则 是 将 主教 职位 的 世俗 方面 与 宗教 方面 加 以 区 分 : 皇帝 通 

过 放弃 授予 权 戒 和 牧 醋 ,， 承认 了 教会 的 绅 由 选举 和 授 任 权 ,， 这 

使 他 奈 再 享有 授 封 精神 职位 和 权力 的 权利 。 教皇 承认 皇帝 作为 

扯 俗 统治 者 有 权 授 予 或 保留 主教 和 修道 院 长 的 封建 财产 或 封 

建 权 态 , 皇帝 用 他 的 银 征 址 俗 统治 的 王 得 轻 提 选 出 的 主教 . 表 

示 授 其 领地 上 的 世俗 梭 力 。 通 过 皇帝 莅临 选举 ， 教 会 夭 认 他 

不 应 帘 排 除 在 高 级 教士 选举 的 程序 之 外 。 [3 教会-- 方 最 重要 的 

让 步 是 当选 的 主教 或 候 道 院 长 在 授 职 前 要 请 求 和 接受 皇帝 授 

封 的 封建 特权 (regalia) 标志 。 皇 帝 最 重要 的 让 步 是 在 德国 之 

外 ,他 无 权 参 与 选举 ,主教 或 锋 道 院 长 在 授 职 后 才 向 他 请 求 封 

建 特权 和 标志。 呈 这 就 完全 改变 了 意大利 主教 与 皇帝 的 关系 。 

[1] Sepe ibad yyvVal，R ，P .38 后 ， 

[z] 的 部 会 祛 . 俗 上 在 主教 选举 中 有 正当 舍 沪 的 地 位 。 

[3] 族 条 姆 茵 其 该 的 内 容 详 玫 叶 记 ny 且 4tt 裤 Bt 下 er 人 全 下 rsEhzm 二 Paren 

PPp,1L1I 一 112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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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 尔 婚 奖 协议 是 机 会 主义 的 妥协 。 它 的 基本 精神 是 区 分 主 

教 的 精神 地 位 和 其 世 咨 统治 权 及 所 有 可 ， 前 者 由 教会 权力 授 

予 ,后 者 由 世俗 权力 授予 。 通过 这 个 协议 ,主教 的 宗教 填 份 和 世 

俗 身份 被 以 醒目 的 方式 坦 成 两 半 。 这 个 协议 奠定 了 后 来 数 百 年 

政教 关系 的 基础 。 虽 然 此 后 双方 争斗 再 起 , 但 基本 上 在 这 个 框 

架 内 进行 。 对 本 文 的 论题 来 说 ,这 个 协议 的 重要 性 在 于 , 亡 在 西 

方 政 教 二 元 化 权力 关系 上 史上, 达到 了 一 种 具有 典型 意 交 的 二 元 

平 奖 。 有 认为 ,这 个 协议 是 教 权 的 胜利 - 诚然 , 教 权 获 得 了 某 

种 程度 的 胜利 , 但 它 是 在 原来 居于 册 势 的 迷 件 下 获得 的 有 限 胜 

利 ,这 种 胜利 和 不 是 压倒 了 王权 ,而 古 扭 转 了 劣势 , 达 汉 了 平衡 。 

如 果 说 在 载 会 诞生 约 个 贞 纪 时 , 格拉 修 斯 正式 提出 了 平衡 的 

二 元 主 交 理论 的 话 , 那么 教会 又 经 过 了 5 个 卿 世纪 的 斗争 , 在 

沃 尔 姆 葡 圾 以 这 星 第 一 次 委 得 了 与 王权 和 平衡 的 法 律 地 位 。1 

沃 尔 姆 俭 协 议 不 是 任何 一 汪 的 完全 胜利 ， 而 是 调和 和 族 的 

胜利 。 开 教 权 诬 与 王权 证 的 领袖 格 里 高 利 七 世 和 享 利 四 排 死 

后 ， 中 间 闪 或 调和 派 泽 出 水 面 。 他 们 对 冲 演 持 强 和 的 中 痕 立 

场 ， 相 信 冲 罕 的 双方 都 有 合理 因素 。 他 们 的 理论 为 沃 尔 旭 花 

协议 的 达成 难 笛 了 思想 条 件 。 

凋 和 派 中 屈 回教 皇 一 方 的 是 般 沃 (hvo of Chartres}- 他 不 满 由 

氢 任 权 冲 罕 带 来 的 状 阅 ， 也 不 淮 备 接 爱 在 主教 任命 上 完全 排 

际 世 俗 权力 的 参与 。 他 认为 ,从 国王 接受 圣 职 并 不 是 反 宗 教 ， 

教 星 岛 尔 比 实 二 此 《Urban I) 并 未 禁止 国王 作为 人 民 的 首领 

参与 选举 或 授 职 。 趴 什么 形式 授 职 是 无 关 紧 蔓 的 ， 因 为 国王 

无 意 授 子 任何 精神 权力 ,只 是 表示 认可 选举 者 的 意愿 ,或 授予 

fj 三 其 他 国家 , 蒜 硬 和 逐 疡 搂 杰 了 教皇 对 世俗 都 任 权 的 副 令 .美国 大 主教 实 王 伦 

14naclm) 世 向 王权 担 出 掩 战 ,反对 世人 揽 人 性 板 和 回国 玉 煞 忠 : 靖 果 与 国生 过 感 

村 协 .. 这 是 沃 尔 风 慈 协 说 的 先 声 。 

昔 切 书 上 册 竹 吕 溺 症 量 川 诗 重量 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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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六 于 灿 埋 上 志 

定 选 举 者 不 动产 或 教会 的 其 他 财产 。 他 还 以 为 ,禁止 国王 授 圣 职 

的 规定 不 是 建立 在 永 值 法 基础 上 , 只 是 以 教皇 的 权威 为 基础 , 它 

或 许 有 约束 力 , 或 许 设 有 。 和 根据 他 的 看 法 , 世俗 授 职 是 刁 轩 的 根 

源 , 所 以 禁止 十 合适 的 ,但 不 要 因此 而 引起 严重 的 无 序 和 姑 当 。 册 

十条 《Hugh of Pleuwy) 代表 了 调和 派 中 批评 教导 的 一 方 。 

人 认为 ,这 是 迄今 为 正 的 习惯 : 当 人 人 民 或 教士 根据 教会 习惯 选 

举 主 教 时 , 国王 不 能 专横 地 二 预选 举 ,如果 被 选 兰 合格 的 话 ， 

他 只 是 合法 地 纵 予 承认 。 但 国 主 和 人 民 都 有 权 拒 绝 承 认 不 合 

格 的 选举 。 选 举 后 ， 国 王 授予 其 教会 财产 ， 但 不 是 权 和 戒 和 和 斩 

枯 ,它们 直 大 主教 授予 - 这 样 的 话 ,他 认为 ,世俗 的 和 精神 的 权 

帮 都 会 保留 在 自己 的 领域 里 。13] 

就 在 沃 尔 姆 喜 协 以 等 林 前 光 ， 波 莱 西 才 《Placidus of 

Nonantnlalj 对 上 才 任 权 之 争 作 出 了 侯 乎 最 公 爷 最 详 斥 地 痢 述 。 他 

全 面 否 认 世 俗 叙 任 权 的 基础 ,但 他 同时 也 有 耳 认 , 净 工 有 像 教区 

其 他 人 一 尾 参 与 选举 主教 的 权利 ， 即 在 他 的 教区 里 ， 作 六 儿 

子 , 不 是 作为 主人 ,参与 选 尖 。 在 这 个 意义 上 ,他 确认 选举 针 

漆 , 以 物质 之 便 保 卫 它 。 他 坦率 康 认 :. 教会 既然 占有 财产 , 也 

可 必 须 巍 行 由 此 而 来 的 对 世俗 权力 的 义务 。 教 和 将 必 须 进 贡 和 

对 君王 提供 其 他 服务 ,， 姓 王 授予 主教 世俗 之 物 ， 可 像 摆 予 其 

人 屁 太 一 样 办 理 , 只 是 不 能 用 权 戒 和 牧 本 。 他 建议 ,理想 的 情况 

是 :主教 合法 地 选举 .就 职 . 授 任 , 然 后 他 自己 或 代表 到 皇帝 那 

要 束 世 俗 授权 ,包括 属于 他 的 财产 。131 

沃 尔 婚 花 协议 实现 的 妥协 很 大 程度 上 出 于 现实 的 考虑 , 带 

[1 See 上 rian Merner ,了 Re Cr 六 三 有 re 有 机 Sr， 加 5 人 站。 二 下 让 SeFee ie 要 证 ctmeRiE， 

PP . 序 生 一 站 和 

【2 Se bi 呈 , .PP ,92 一 号 了 . 

{3j See Carlyle ,4 局 istorr of jedimaf Potiinat Teory ,Ya 机 ,pp.135 一 136. 



有 机 会 主义 色彩 。 但 此 前 还 有 : -个 真诚 的 妥协 被 人 忽略 了 。 不 

过 对 我 们 的 论 亚 而 言 , 它 或 许 更 有 意义 。 
在 双方 的 争端 处 于 胶着 状态 时 ， 教 旦 帕斯卡 尔 二 世 

(Paschal 下 ) 和 皇帝 亨利 五 世 曾 试图 达成 另 一 种 彻底 的 解 
决 。 这 个 尝试 的 大 胆 令 人 吃惊 ， 锻 为 帕 斯 卡尔 建 议 教会 交 出 
封建 特权 (regalia) ,特别 是 主教 和 修道 院 长 的 所 有 准 政治 的 职 
位 和 特权 ,以 换取 皇帝 放弃 主教 令 任 权 。 卡 药 和 尔 评 论说 : 帕 其 
卡尔 的 建议 “代表 了 教主 一 方 次 定性 的 尝试 ,为 保障 教会 的 精 
神 自 由 , 交 出 它 - - 直 享 有 的 世俗 权力 *”。f 

1111 年 , 京 利 五 世 与 巾 斯 革 汞 达成 协议 : 教皇 代表 宣布 ， 

如 果 国 土 通过 禁止 世俗 叙 任 权 而 保证 教会 的 自由 ， 他 愿意 尊 
崇 皇 帝 ， 给 他 所 有 荣 厚 和 良好 祝愿 。 教 学 答 应 教会 转让 所 有 
公 垂 领地、 伯 丙 领地 和 税收 (tatl) 等 , 以 及 它 占 有 的 一 切 世俗 
特权 。 亭 利 五 世 则 保证 ， 如 果 教 皇 履 行 关 于 放弃 主教 世俗 权 
态 的 承诺 ,他 会 放弃 所 有 拖 任 权 , 教 会 的 捐赠 物 和 不 属于 王国 
的 财产 会 得 到 自由 ,他 会 恢复 彼得 因 有 的 财产 。D2] 

如 果 这 个 协议 得 到 懂行 ， 会 彻底 改变 教会 的 政治 地 位 和 
政教 关系 。 但 由 于 教会 已 深 深 峰 入 封建 主义 的 世俗 秩序 中 ， 
将 其 彻底 刊 离 是 不 现实 的 。 结 果 这 个 协议 在 - - 片 抗议 声 中 流 
产 了 。 但 它 的 出 现 并 非 没 有 意义 , 它 告诉 人 们 ,政教 冲突 中 虽 
然 有 世俗 的 动机 和 野心 欣 杂 其 中 ,但 也 有 对 二 元 化 权力 结构 
的 真诚 信仰 。ial 只 是 当天 真 的 信念 坦 遇 现实 的 考虑 时 , 只 能 
与 后 者 吧 协 。 

[1] See Carlyle ,是 Ery 中 条 edietH Poigir Teory 训 ie 惠 edtiyYao mY P-11Ll. 

[2] Brian Ticmey .ed ， Te 它 pRg ourch 是 -iats 了 5 站 一 了 了 人 加 有 SEE cmenas ， 

PPp ,44 一 9 ， 

[3] 上 月 大 称 帕 斯 卡 外 是 " 狂 载 的 地 道 的 档 里 商 利 分 子 " 。 (see Brian Tiermey ed. ， Te 

frzeia 村人 arcp 站 Se 5- DO 有 Selectrd docameerud ,p , 汪 三 ,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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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 喇 寺 上 业 洒 Fr 侍 

在 和 任何 存在 着 密 元 化 权力 结 枸 的 地 方 ， 各 权力 主体 的 权 

为 之 争 都 是 无 止 无 体 的 。 奶 果 有 关 备 方 不 能 克制 和 适时 用 

抄 ,就 会 导致 昭 灭 性 的 后 果 。 从 前 面 的 手 述 可 见 , 教 权 与 王权 

任何 一 方 所 要 求 的 权力 都 是 对 方 不 能 接受 的 ， 棒 者 的 冲突 似 

乎 难以 调 夭 。 双 方 关 于 权力 高 下 与 范围 之 争 之 酷 烈 不 音 一 场 

及 日 持久 的 肉 战 。 但 在 醋 烈 的 斗争 下 面 ， 我 们 发 现 双 方 都 是 

克制 的 ,斗争 是 有 限度 的 。 

克制 的 表现 之 一 ， 是 双方 都 寻求 维护 基督 教 共同 体 的 统 

一 ,并 同意 这 种 统一 是 建立 在 教士 与 俗人 、 教 权 与 俗 权 分 工 合 

作 的 基部 上 的 。 所 以 双方 都 承认 对 方 最 低 限 度 的 权力 ， 并 不 

想 完 全 否定 对 方 ,一 劳 水 移 地 摆脱 对 方 的 钳制 和 制约 。 

教 权 一 方 承认 ,纯粹 的 发 属 事务 是 王权 的 适当 领域 , 即使 

在 教廷 全 盛 时 期 ,在 其 避 大 的 人 物 希 尔 德 布 兰 德 . 亚 历 山 大、 英 

诺 森 三世 等 人 的 领导 下 ， 也 并 不 是 企图 废 掉 或 并 春 世 俗 政府 ， 

而 只 是 要 求 它 服从 ,并 把 它 的 蛙 沫 抬 商 到 路 自己 之 外 的 一 切 之 

上 。 伯 纳 德 送 给 教皇 的 一 篇 论文 伐 表 着 一 种 清醒 的 认识 :教皇 

村 求 世 和 俗 权力 和 宗教 权力 ， 如 果 你 们 想 要 把 两 者 蓝 而 有 之 ， 将 

会 一 无 所 有 。 ”0 门 

王权 一 方 也 自 知 没有 资格 承担 教会 所 负责 的 神圣 事 

务 。 他 们 都 同意 , 主持 圣 事 和 教导 的 职能 时 教士 , 纯 宗 教 事 

务 的 管辖 权 也 属 教 会 。 即 使 最 坚定 的 王权 派 ,也 承认 教会 这 
些 超 码 的 权力 。 弗 里 德里 希 (Fredrick Barbarossa) 是 中 世纪 最 

能 干 和 最 有 权势 的 美 主 之 一 , 曾 与 教皇 进行 殊死 斗争 , 但 他 

在 孝 权 面前 也 常 表 现 得 非常 训 卑 。 面 对 教 旦 召集 宗教 会 说 

处 罚 他 的 或 胁 ， 捍 里 德里 希 写 信和 第 红 胡 主教 们 ， 称 他 们 轴 

“高 山 之 癌 的 灯塔 ， 照 酚 着 各 民族 ， 统 褒 上 帝 屋 宇 的 枢机 主 

1 引 外 征 许 世 “ 布 刺 斯 : 交 神 圣明 到 帝国 》, 第 号 页 , 注 (4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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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” 。 他 表示 要 让 教皇 知道 ,他 是 他 * 可 爱 的 儿子 "。 他 坦言 ， 
教皇 即使 是 个 看 人 ， 也 享有 在 精神 事务 上 对 皇帝 和 所 有 此 
党 徒 的 充分 管 轩 权 。 他 只 是 否认 教 沽 有 瞩 山 对 帝 的 权力 ,但 
同时 也 明 欠 地 承认 , 不 仅 教 皇 , 而 且 每 位 教士 , 都 有 权 对 他 
施 与 精神 上 的 惩罚 -0 忆 黎 的 约 租 论证 说 :使 徒 和 门徒 从 基 
督 那里 得 到 什么 权力 ? 举行 圣 事 的 权力 .管理 圣 事 的 权力 ， 
布道 的 权力 ， 关 于 宗教 罪 的 司法 和 权力， 安排 教会 职务 的 权 
力 。 如 果 教 会 的 审判 权 遇 到 抵抗 , 他 有 权 开 除数 籍 , 这 就 是 
严 履 说 米 他 所 具有 的 全 部 权力 。f21 和 为 王权 派 理论 过 ,他 把 
宗教 的 资源 .神圣 的 资源 党 不 音 吉 地 分 卫 给 了 教会 。 他 说 : 
“这 些 人 被 称 为 牧师 ， 因 为 他 们 分 配 圣 物 ， 或 因为 他 们 是 神 
圣 的 领袖 ,或 因为 他 们 教 当 神圣 的 事情 , 一 句 话 , 他 们 是 上 
帝 与 人 的 中 介 。"*r3i 

在 双方 激烈 斗争 的 华 代 ， 各 和 白 的 营 党 都 分 化 出 极端 的 一 
翼 ,表现 出 过 激 的 言行 .力图 册 基 本 上 董 一 元 论 的 方式 解决 教 
权 与 王权 的 麻烦 。 但 这 种 元 论 从 没有 走 到 完全 取消 和 消融 
另 一 种 权力 的 地 步 。 它 最 多 主张 一 种 权力 高 于 另 一 种 权力 ， 
对 另 .种 权力 享有 最 高 监控 权 ， 并 试图 侵 伟 对 方 的 部 分 领 
地 。 如 我 们 已 经 看 到 的 ,这 种 最 高 监控 权 属 于 问 接 性 的 权 方 ， 
不 尾 取 而 代 之 ,对 另 一 方 权力 领域 的 侵 夺 也 是 有 限度 的 ,下 没 
有 达到 全 面 渗透 与 完全 重合 的 地 步 。 

克制 的 表现 之 二 ， 昆 双方 才 以 精神 权力 与 世俗 权 万 的 
元 论 为 基础 ,这 个 二 元 论 不 时 遭 到 破坏 ,但 总 体 上 被 大 们 所 信 
守 。 它 是 双方 斗争 的 前 提 , 也 构成 双方 斗 委 的 舞台 。 

[1 See (anyle ,有 pory 时 于 edrenad Pottiral Jeory wall， ,pp 208 一 299 ,303 ， 

[2] 。 See ibhid. ,WwW ,p.426. 

[3] 。 肌 slbh Lecner and Muhsin Mahdi， ed， ， 抽 ed Pofyfieal Plosapyr: 册 Somrrehank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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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 箭 结 底 ,没有 .二 元 论 这 个 共同 基础 . 教 权 与 皇权 了 鬼 斗 争 

就 无 从 谈 起 。 但 绊 衡 的 二 元 论 只 是 存在 于 理论 中 的 理想 状 

态 ,现实 生活 中 受 各 种 因素 影响 ,不 平衡 才 是 常态 。 教 权 与 于 

梳 和 的 斗争 妇 同 跷 跷 板 认 戏 ， 双 方 都 力图 改变 对 月 已 不 利 的 平 

衡 ， 建 立 于 与 已 有 利 的 平衡 ， 缩 果 是 - -种 动态 消长 的 权力 博 

畦 ， 愉 有 一 方 能 够 一 劳 永 遍地 确立 起 白 己 的 优势 地 亿 。 格 时 

高 利 七 世 发 起 的 改革 意 在 栅 转 权力 向 王权 的 烦 余 ， 活 尔 姆 共 

宗教 切 定 标志 着 癌 教 权 的 屈 和 糙 ,但 随 痢 小 尼 法 斯 内 址 的 失 由 ， 

权力 的 天 平 又 倒 癌 了 王权 一 方 。 

在 斗 委 中 ,双方 折 持 的 理想 常常 属于 不 平衡 的 二 元 论 , 邯 

在 二 死 论 的 基本 框 梨 内 实现 目 己 避 力 的 优势 地 位 。 格 性 遇 利 

七 世 惠 想 的 核心 是 教会 自由 ， 它 意 际 奋 作 为 教士 男 体 的 救 会 

不 受 世 俗 权力 控制 的 包 和 由 和 服从 教皇 。 但 他 是 在 传统 的 教 十 

与 俗人 一 元 论 的 框 深 内 行动 的 ， 只 是 突出 强 册 教 权 较 高 的 好 

位 。 有 人 将 梅里 蜗 利 的 理想 称 为 “人 悄 得 收治" ,1 但 这 种 "僧人 避 

政治 ”与 二 元 二 光 不 是 开 相 排斥 的 -“ 人 伴侣 政 欠 "的 解 释 包含 

了 二 元 主 浆 的 因素 , 它 素 认 教 士 与 俗人 职责 上 的 区 分 ,没有 人 

否认 世俗 统治 者 负责 管理 世俗 吉 和 过 , 除 在 教 星 国 外 , 教 星 个 能 

直接 行使 世俗 权力 。 旦 权 方 面 也 是 如 此 。 平 衡 的 二 元 论 -- 定 

程度 上 产生 于 双方 不 平衡 二 元 论 的 相互 中 和 。 特 别 在 13 一 14 

世纪 , 教 权 与 王权 双方 的 要 求 都 赵 于 极端 ,但 双方 的 极端 要 求 

互相 抵消 后 ， 剩 余 的 权力 则 是 双方 的 底线 。 教 权 与 王权 相 争 

的 结果 ,使 双方 权力 的 性 质 更 如 透彻 ,其 局 限 性 也 被 对 方 揭 需 

无 遗 ,结果 不 是 走向 合并 ,而 是 分 得 更 清晰 . 理 僵 到 。 

人 们 窜 易 被 表面 上 的 斗争 场面 所 迷惑 ， 发 生 冲 罕 的 是 双 

[11 “ 情 让 政和 宾 "”fhieroeraery1 印 于 希腊 并 的 “习作 hinrcenunl 和 “相思 ”Erafnaj ， 

用 来 描述 坦 垂 背 主 制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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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对 自 己 优 势 地 位 的 要 求 ， 冲 突 中 冲锋 陷 阵 的 往 和 件 是 艳 方 背 

公 较 偏激 的 一 讶 -但 在 他 们 甘 后 ,有 有 着 相对 沉默 的 大 才 数 ,他 

们 的 理想 是 相对 平衡 的 二 元 论 , 即 在 某 督 教 社会 ,存在 两 种 平 

行 的 权 方 ， 每 一 个 在 自己 的 领域 内 时 是 最 高 的 ,这 足 格 拉 修 

斯 制定 的 理论 ,也 基 中 世纪 多 数 人 的 兵 识 . 止 是 这 种 信念 , 牵 

引 普 政教 斗争 : :次 次 加 到 妥协 的 基础 上 。 

但 二 元 论 能 藤 实现 ,最 重要 的 不 是 驮 方 的 殉 制 奉 度 ,而 

基于 方 的 存在 和 权利 要 求 构 成 每 一 方 权力 扩张 的 不 可 和 计 越 

的 客观 障 巡 。 教会 热衷 于 "教会 日 由 ” ,这 基 植 根 上 基督 教 依 

爷 深 处 的 强 殖 冲 吉 。 与 之 相对 , 世 咨 相 力 方面 也 要 维护 政党 

和 肯 册 种 政府 和 白 出 , 这 是 每 -种 权 妨 邮 有 有 的 生 有 与 扩张 的 本 

能 .40 在 中 齐 纪 , 自 击 是 一 种 特权 .两 种 特色 都 有 上 月 己 的 天 论 

的 . 历 吏 的 和 法 律 上 的 根据 , 且 大 部 分 也 为 对 方 所 认可， 对 下 

元 化 权力 体系 或 二 元 主 文政 治 文化 来 说 ， 两 青 同 等 重要 , 

级 有 教会 对 良 由 权利 的 伟 张 ， 纤 和 俗 政府 就 会 实现 对 社会 的 全 

面 控 制 : 伍 没 有 对 世俗 政府 自由 的 坚持 , 就 会 出 珊 神 权 收 治 ， 

也 就 无 所 谓 教 全 自由 了 。 

牛黄 纪 西 欧 独 特 的 二 元 化 权 万 结构 使 教会 与 国家 、 教 权 

与 王权 相 下 狼 立 .相互 限定 。 教 会 的 独立 限定 了 国家 ,国家 的 

独立 限定 了 教会 。 国家 使 教会 成 为 教会 ,教会 使 周 家 成 为 国 

家 - [21 每 一 方 都 珍 惜 自己 的 权力 领地 ,也 都 在 越界 的 欲望 和 冲 

动 ,但 趣 界 行为 都 会 盟 到 对 方 盟 烈 的 抑制 。 街 -上 方 郁 给 对 方 设 

[11 拉 霸 要 说 : 塔 全 与 国家 囊 争 自己 的 "自由 ”, 介 这 是 "的 个 半 埠 子 的 自由 ”, 知 一 

半 基 丰 委 (1 去 雪 : 静 -: 抄 吉 蝇 区 欧 训 自由 主 兰 出. 香 18 责 ，) 

[21 时 祝 汞 说 和 如果 贞 为 载 全 的 分 兰芝 国家 说 来 是 或 曾经 基 - -种 下 村 ,于 震 友 错 

特 错 了; 其实 届 有 对 过 教科 的 芝 立 , 周 家 才能 诬 为 持 所 孝 直 的 东西 。 ”1 黑 档 

汞 :有 法 哲 学 厚 理 ? ,第 273 280 册 ，) 黑 情 汞 这 里 者 的 是 近代 的 虎 救 分 亢 , 但 

在 - - 定 程 朗 上 也 符 关 中 世 志 的 政 救 分 闭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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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r 冰 于 灯 直 fr 者 

古村 

置 了 严密 的 围栏 , 也 为 白 己 设置 了 紧 强 的 屏障 。 有 意思 的 是 ， 

一 方 为 另 一 方 设 置 的 畏 栏 也 是 目 己 权力 扩张 的 筷 碍 和 另 一 方 

抵御 它 侵 犯 的 屏障 .. 双方 的 权力 是 相互 变 钳 的 ,世俗 权力 畦 有 

部 分 精神 权力 ,精神 权力 附 布 部 分 世俗 板 力 ,因而 便 有 教 权 的 

俗 权 ,也 有 王权 的 教 权 。 双 方 帕 瑟 侵 香 、 工 相 介 人 人、 开 相 媚 合 ， 

但 各 自 余下 的 内 核 却 是 坚硬 无 比 , 对 方 难以 侵 人 。 

教 权 相 王 松 互 相 冲 窒 的 权力 要 求 在 区 大 程度 上 得 以 实 

现 ， 取 弓 于 机 方 力量 的 对 引 和 实际 历史 环境 .， 当 其 中 - 方 钼 

于 劣势 时 ， 它 也 不 会 失去 其 最 后 的 权力 基 则 ， 另 一 方 不 会 越 

粗 代 应 ; 当 它 处 于 优势 时 ， 它 也 会 面临 着 - :个 江 在 的 竞争 对 

于 ， 和 失势 者 不 会 放弃 其 权力 村 求 。 双 方 如 影 随 彤 ， 流 有 一 方 

能 -- 劳 永 移 地 皖 脱 对 方 的 制约 ， 成 为 独 - :无 二 的 主 军 。 就 妈 

B. 特 尔 纳 关 于 氢 任 可 之 争 所 说 的 ， 这 场 和 年 以 政 千 灾 协 结 

束 ， 旦 权 主 导 的 神 相 政治 被 击败 ， 而 教 权 主导 的 昼 权 政治 也 

淮 有 建立 起 来 。 ”0 直到 中 世纪 末期 , 教 权 与 干 权 之 争 都 设 

有 一 个 最 终结 局 ， 观 方 的 权力 关系 以 未 固化 在 其 一 清晰 的 界 

限 上 。 

三 ”一 仆 二 主 : 上 上帝 子 民 的 

化 巡 与 自由 

无 论 旺 污 星 帝 恩 热 的 争斗 还 是 以 现实 的 态度 达成 轩 

读 ， 静 使 他 们 的 臣民 陷 和 人 一 祥 尴 和 的 处 境 。 他 们 被 视 为 教会 

这 个 基督 的 身体 的 一 员 ， 查 这 个 和 驱 恒 却 有 两 个 头 。 平 行 的 两 

[1] RHrnan 下 errey，TARe HE 二 ECFarc 丰 全 Ge， 一 了 站， Eee 

Fe 和， 全 - 



种 权威 分 这 着 他 们 的 出 减 ， 并 列 的 两 意 法 律 分 割 了 他 们 的 生 

活 。 当 丽 种 权威 和 法 律 发 生 冲 罕 的 时 候 ， 怨 们 必须 作出 目 己 

的 选择 。 

教会 与 国家 的 分 化 和 政教 二 元 化 权力 体系 的 形成 ， 植 

根 于 基督 教 的 信仰 ， 所 以 这 种 尴 垃 是 基督 徒 无 法 选择 的 宿 

售 。 

描 基 督 教 的 信仰 ， 人 被 理解 为 二 重 性 的 . 即 分 成 灵魂 和 

网 体 两 个 方面 . 酚 者 有 着 不 同 的 价值 和 命运 。 肉 壕 属 于 这 个 

世 弄 ,是 吕 俗 的 , 甚至 是 菲 晋 的 , 只 有 有 才 能 进 人 人 天国 ,得 

到 永生 ,或 星人 地 狼 - 用 于 大 的 二 重 性 ,所 以 生育 人 的 生活 的 

一 重 性 , 即 精神 生活 和 物质 生活 ,或 宗教 和 牛 尖 和 址 俗 牛 活 , 扯 

众生 活 吓 人 的 罪 的 产物 ， 它 林 起 就 是 徘 恶 的 淹 歼 ， 只 有 宗教 

生活 才 是 神圣 的 , 属 灵 的 。 基 督 徒 们 把 今生 看 作 因 徘 而 受到 

的 惩 避 和 一 个 妇 罪 的 过 程 . 是 通 往 天 党 或 地 狱 的 旅程 中 短暂 

的 站。 不过. 除 少 数 极 奖 分 了 外 ,一 般 人 也 计 不 完全 否定 世 

恪 生 沿 的 意 这 ,这 赃 ,就 使 每 个 人 只 有 双 辣 的 生活 日 标 , 即 天 

党 的 幸福 和 世俗 的 上 幸 氢 。 前 者 高 于 后 者 , 但 后 者 也 有 其 存在 

的 价值 。 

在 对 人 和 人 人 生 的 这 种 一 和 量 性 的 信念 的 基 础 上 ， 社 会 组 织 

也 分 化 为 两 个 , 即 教会 和 国家 。 与 此 相 适 应 ,社会 的 权力 体系 

也 分 化 为 教 权 (或 精神 权力 ) 与 王权 《或 世俗 权力 )。 

旭 我 们 已 经 指出 的 ,教会 与 国家 的 分 化 是 功能 性 的 ,并 不 

是 载 合 与 国家 各 自分 离 ， 成 为 两 个 独立 的 实 钵 。 同 - :个 社会 

实体 ,既是 教会 ,又 是 国家 ; 同 -- 批 人 ,从 - -个 角 讶 看 ,是 构成 

教会 的 教 民 , 即 教士 和 信徒 ;从 另 一 个 第 度 上 看 , 又 是 构成 国 

家 的 臣民 或 公民 。 教 会 与 国家 如 同 灵 魂 与 肉体 ,互相 依存 , 相 

互 淆 透 ， 重 侣 为 一 ， 难 解 礁 分 。 不 过 教 权 与 王权 的 分 离 却 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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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 六 十 

西 

同 ， 咎 于 教皇 国 的 建立 、 教 芋 的 世俗 本 法 籍 免 权 以 攻 教 从 对 

里 方 各 国 神 职 人 员 的 最 高 权威 的 确 阅 【级 尾 权 之 委 时 代目 陈 

确立 ) ,作为 教士 团 候 的 教会 5( 即 狭 光 的 教会 ! 形 克 国 守之 国 ， 

国 上 之 国 . 载 权 当 荆 权 在 组 织 王 利 宝 间 上 部 中 分 开 的 .在 中 

世纪 ,除了 不 长 的 几 自 时 间 之 外 . 教 时 一 般 不 受 此 众 独 二 的 直 

接 欣 制 ,较为 独立 地 行使 首 最 高 教 权 。 这 就 好 比 :个 双 尖 六: 

一 个 身体 (教会 或 国家 1 上 长 出 两 个 头 ( 教 权 与 王权 ， 

中 地 纪 的 人 ,除了 少数 根 靖 分 了 外 ， -用 都 水 以 教会 和 国 

家 各 有 其 独立 的 存在 价值 ， 教 要 与 王权 各 有 其 特定 的 职责 种 

松 方 范 畏 。! 册 关于 两 者 关系 的 典型 型 论 生 认 . 朵 家 页 责 岩 民 

世俗 的 物质 生活 领域 ,以 其 强制 方 旺 来 实现 社会 安全 和 和 止 尽 ， 

制止 犯罪 ,使 大 们 香 到 性 谷 的 幸福 ;而 教会 则 负责 信徒 的 精神 

生活 利 宗教 生活 .以 其 精神 的 权 感 指 学 信 征 的 内 瑰 , 使 其 得 到 

天 和 道 的 幸福 。 这 各 是 所 谓 " 习 撤 的 物 ” 本 上 上 斋 的 物 " 的 区 别 。 

教会 一 方 承认 "人 恺 撒 的 物 " 属 世俗 政权 领域 ,国家 也 条 让 ”上 和 

的 物 是 教会 的 职责 . 

教 权 与 王权 的 分 化 久 及 二 开化 权力 昼 东 的 形成 ， 使 此 督 

徒 开始 扬 演 一 种 全 新 的 政治 角色 。 从此， 他 们 既是 大 国 的 成 

员 , 又 是 世俗 社会 的 成 员 ;既是 教会 的 教代 . 又 是 贞 俗 国家 的 

臣民 。 这 种 一 身 志 作 的 尿 重 和 角色 ,使 他 们 必须 尽 邓 重 六 和 劳 ， 即 

宗教 头 务 和 世俗 兴 务 。 人 的 生活 不 再 基 :个 整体 ， 而 是 锌 劈 

成 了 商 半 ,一 部 分 槛 回教 会 负 真 ,一 部 分 村 辣 性 俗 政 权 负 责 。 

虽然 两 部 分 的 和 阁 限 并 不 总 是 很 请 楚 的 .更 不 基 僵 固 不 变 的 ,但 

某 种 界限 总 是 存在 的 .教会 与 国家 尾 何 一 方 ， 都 不 能 控制 人 

类 生活 的 全 部 。 

[1] 种 姑 斯 ， 布 加 斯 说 :“ 斗 生 的 盘 方 设 有 一 方 哗 怕 呈 一 会 儿 闪 自己 的 埋 论 推 加 

模 端 -人 蕴 姆 斯 市 霜 斯 :8 神 至 四 了 1 帝国, 囊 375 页 .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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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的 二 重 性 与 二 元 作 梭 力 体 系 

二 
宗教 牛 活 性 俗 生 揪 
(精神 生活 》 (物质 生活 

大 堂 幸 福 < -要 答 于 福 

示 权 于 

(精神 权力 ) “| 氏 与 省 系 盖 一 《 失 俗 权 万 ]) 

ge 
教改 + 人 的 角色 .> ， 臣 旬 

F 帝 的 物 < 一 _ -> 习 节 的 和 

从 邢 士 方 面 说 ， 他 们 兴 然 衣 先 是 教会 的 成 员 ， 匹 论 他 属 

于 哪个 国 和 家， 都 属于 教会 统一 的 组 织 ，.… 个 统一 的 精神 共同 

体 ， 纳 人 严整 的 教 阶 制 体系 。 他 们 必须 服从 载 会 法 和 教会 纪 

律 , 服 从 教会 当局 。 在 各 国 ,. 他 们 者 有 不 受 址 俗 司 法 权 管 辖 的 

特权 。 教 星 权 势 盛 时 ,将 力 使 各 国 主 教 成 为 其 马 属 ,要 凡 主 教 

拜会 教 早 , 宣 罗 服 从 .从 教皇 接受 圣 职 。 然 而 教士 同时 又 是 月 

已 所 在 国家 的 臣 忆 ， 又 蓝 对 世 人 当 局 尽 巴 民 的 义务 。 许 多 主 

教 和 修道 院 长 都 从 国王 或 皇帝 手 里 领受 封地 和 特权 ， 因 而 被 

纳入 封建 主义 的 权利 文 务 网 络 之 中 ， 以 封建 陪 过 的 身份 对 国 

王 或 皇帝 尽 封 建 义 务 (忠诚 、 服 内、 服 兵 役 . 纳 页 等 )。 而 基层 

教区 也 常常 受到 当地 领主 鄙 族 的 控制 。 教 会 曾 竭 力 使 教士 从 

世俗 当局 的 经 威 直角 赔 出 来 ,在 争取 使 教 酝 免 有 党 性 俗 当局 审 

判 的 特权 ,使 主教 的 任命 不 受 世 俗 当局 的 操纵 方面 ,也 曾 了 得 

部 分 的 姓 利 。 然 而 世俗 当局 也 竟 力 行使 对 教士 的 控制 权 。 如 

我 们 已 经 看 到 的 , 在 一己 世 纪 的 主教 叙 任 权 的 争端 中 , 教 

会 改革 派 人 十 企图 禁止 教士 从 和 皇帝、 国王 或 任何 世俗 人 士 于 

285 吉 

司 了 革 禹 广 炸 普 导 蘑 计 ”加 川 句 



中 接受 主教 和 修道 院 长 职务 ， 从 而 保持 教会 的 独立 性 利 纯 洁 

性 . 但 事实 证 明 ,教士 完全 脱离 封建 体 系 是 不 现 实 的 . 这 场 征 

闯 的 最 终 解 决 方式 是 一 种 有 严 协 ， 它 将 十 于 职 位 分 制 为 上 下 众 方 

面 与 气 教 方面 , 闲 认 皇帝 授予 其 世俗 权力 : 教 仿 授予 其 精神 权 

力 。 添 尔 姆 慈 协议 使 主教 的 宝 教 身份 和 世俗 身份 的 芝 分 变 得 

更 加 醒 上 所 。 

内 半 人 和 信徒 的 方面 看 ， 他 们 是 所 在 国家 的 臣民 己 其 领主 

的 附庸 . 必须 效忠 于 世俗 领主 或 统治 责 ;了 阿 时 他 们 浆 教 合 

的 教 民 ,其 宗教 生活 必须 服从 教会 的 指导 各 管理。 表达 教士 

与 平 信徒 之 问 关 系 最 常用 的 比喻 是 尖 慎 与 网 昼 ， 以 说 明 前 

者 的 优越 和 后 者 的 单 下 ,前 者 支配 后 者 。 法国 出 学 家 瑟 诺 博 

斯 谈 到 神 盆 对 信徒 的 权力 时 指出 :“ 祥 贫 和 后 在 本 地 ， 终生 在 

他 的 教区 中 度 过 , 和 所 有 的 信徒 经 常 接 和 触 ,与 闻 他 们 - 切 秘 

大 的 事情 , 赋 有 -种 被 认为 超自然 的 力量 , 并 在 一 种 专制 的 

富 方 的 权力 ,因此 他 变 成 了 本 地 的 首领 ,所 有 的 屑 民 都 要 听 

他 的 合集 。 "0 不仅 普 通信 徒 是 这 样 , 即 全 王公 贵族 甚至 贵 

为 星 帝 ， 在 精神 事务 上 也 需 服从 教士 的 指导 , 由 教 凸 执行 对 

其 宗教 性 的 惩 束 。 

在 中 世纪 西方 ,法 律 受 到 特别 的 尊重 . 但 中 世纪 的 法 律 体 

系 也 是 二 元 的 , 教 权 体 现在 教会 法 和 教会 法 层 土 ,教皇 是 其 最 

高 执行 者 :王权 体现 在 各 种 世俗 法 (封建 法 . 主 园 法 、 商 法 . 城 

市 法 、 王 室 法 ) 和 扯 俗 法 庭 (领主 法 庭 、 王 室 法 庭 等 ) 上 , 皇帝 

(或 国王 ) 是 其 最 和 热 行者 。 二 元 化 权力 体系 也 是 二 元 化 法 律 

体 系 。 两 套 法 律 制度 各 有 自己 的 法 律 渊 源 和 司法 机 构 ,各 有 自 

已 的 管辖 范围 。 教会 法 不 能 干预 世俗 生活 ,世俗 法 不 能 进 人 人 

的 精神 世界 。 按 阿 诗 那 的 解释 ,之 所 以 需要 神圣 法 ,是 因为 人 

[il 琶 诺 博 斯 赤 法 国 虫 7?, 瑟 煤 之 译 , 商 务 印 书馆 ,13972 秆 ,第 3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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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 法 只 能 规范 人 类 的 外 部 行为 ,不 能 准 化 大 的 心灵 ,神圣 法 使 

人 不 仅 外 无 亚 行 ， 面 且 内 雹 邪 心 。 两 种 法 律 体 系 是 相互 独 记 

的 ,但 也 有 部 分 的 父 尽 ,因此 有 时 也 会 出 现 冲 突 .，0 

这 样 ,是 方 大 人 恒 处 于 -人 丰 一 主 的 地 位 : 同 -个 人 , 受 梧 个 

太 体 上 半 行 的 权力 的 管辖 。 

一 休 二 主 

教 俗 两 界 最 高 权威 教皇 与 皇帝 之 半 的 关系 是 很 特殊 的 。 

它 是 教 权 与 于 权 斗 争 的 焦点 。 教 皇 和 月 居 基 督 教 世 界 最 高 精神 

领袖 的 地 位 ， 试 图 将 其 宗教 权力 像 在 普通 信徒 于 里 一 样 运用 

于 皇帝 ;而 星 帝 号 为 基督 教 帝 国 的 首 烦 ,试图 像 控 制 帝 国 其 他 

职位 那样 有 效 好 皖 制 教 鱼 。 软 戏 的 皇帝 的 确 曾 像 普通 教徒 

梓 尾 有 最 于 教 星 的 哇 教 权威 ， 软 弱 的 教 晤 也 的 确 曾 像 普通 外 民 

一 样 里 旱 于 皇帝 权威 之 下 。 教 旦 和 人生 帝 在 自己 的 权力 体 系 里 

没有 在 土 者 , 但 在 他 们 身 旁 有 -个 竞争 者 . 监督 者 , 有 时 也 是 

在 上 者。 

教皇 与 皇帝 的 关系 ,在 - 定 程度 上 志 适 用 于 教皇 乞 各 国 冉 

工 。 二 在 地 方 一 级 , 它 在 地 方 贵族 与 主教 4 及 领主 与 神父 )} 之 间 

被 再 次 复制 出 来 。 所 不 同 的 是 ,诸侯 和 主教 不 仅 互 由 制约 ,双方 

[HU 关于 两 神 证 律 制度 关系 的 理论 .大 见 Caryle. 4 fiorr 于 时 edge PPofoaeor 

Thraryr ,Vol ， 站 ,pp.227 一 230. 

[3] 在 有 的 冉 家 ,代表 教 公 的 是 米国 友 土 畔 ,或 首 入 大 主攻 。 如 中 址 各 英国 分 党 庆 特 

个 志和 芍 间 两 天 瘟 省 ,但 前 普 到 14 世 妈 取得 优先 地 位 .他 和 指 到 教皇 授权 .代表 英 

国 吉 会 与 蚀 王 打 父 道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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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还 同时 受到 皇帝 (或 国王 ) 和 教堂 双重 权力 的 管辖 。 这 双重 权力 

上 : 最终 集中 于 每 一 个 普通 民众 身上 。 这 样 , 我 们 就 看 到 了 一 巾 政 
“教之 问 上 下 左右 相左 交错 相互 制约 的 权力 关系 的 图 最 。 

， 教 权 与 王权 的 相互 交叉 与 制约 

立 

间 | 

亲 通 依 征 或 巴 民 

在 这 种 政治 秩序 地， 基 叔 徒 习 惯 于 将 他 们 的 生 沽 分 成 两 

半 ,分别 要 向 两 个 主人 负责 。 为 了 灵魂 得 救 ,他 们 要 依赖 教会 ; 

为 了 世俗 的 利益 , 他 们 要 诉 诸 于 政府 的 权威 。 二 重 性 的 生活 使 

他 们 形成 -- 种 根深 东 固 的 意 襄 , 即 他 们 的 两 个 主人 玫 只 能 文 配 

1 他 们 千 活 的 一 半 , 无 权 干 预 不 属于 其 权力 范围 的 另 一 半 。 两 种 

权力 性 质 不 同 . 其 权力 范围 也 不 同 。 设 有 -种 权力 能 够 支配 人 

次 生 活 的 整体 。 任何 权 厂 越位 行为 都 会 遭 到 他 们 的 拒绝 或 项 强 

的 抵制 。 

基督 徙 的 两 个 主人 间 远 不 是 和 平 的 ,而 大 相 互 竞争 ,相互 

监督 .相互 制约 的 . 

对 于 教 权 与 王权 相 乒 制 约 的 模式 ,巴黎 的 约翰 有 过 详 民 

的 摘 述 : 

如 闲 一 个 君 三 是 异端 且 奖 固 不 化 , 瑟 视 载 会 的 劝 谍 ， 

教皇 或 许可 以 使 人 民 相 和信, 他 应 该 被 剥 本 也 众 荣 誉 ,人 民 

点 该 废 点 人 了 他， 在 涉及 教皇 有 权 作 出 朝 判 的 宗教 罪 的 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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侣 :教皇 可 以 开除 所 有 仍 服 从 有 徘 的 君主 的 人 ,这 样 人 民 

就 可 能 会 文昌 国王 。 在 这 里 :教皇 的 作用 只 基 耐 带 的 。 同 

桩 ,如 果 教 皇 陷 入 犯罪 的 泥 让 ， 咎 污 孝 会 名 党 , 及 不 电 悔 

改 , 姓 于 也 可 以 通过 直接 的 方式 或 通过 大 主教 和 车 此 他 ,从 

而 疝 接 地 开除 其 教 夭 和 导 玛 他 祯 让 融 如果 教 旦 拒绝 接 

受 ， 择 名 可 以 运动 人 民 追 使 其 进位 或 由 人 民 特 其 赶 下 

侣 。 因 为 皇帝 可 以 通过 剩 夺 安全 或 施 与 声 体 乱 罚 ， 禁 止 

任何 和 人 服从 和 服务 于 这 符 的 教皇 。 这 样 ， 紫 一 方 都 能 对 

对 方 采 取 行 动 , 因 为 教皇 和 和 皇帝 都 有 普 世 的 管辖 权 , 只 不 

过 一 个 是 精神 的 管辖 权 , 另 一 个 是 世俗 的 管辖 权 。5 

约翰 所 设计 的 两 权 相 互 制约 的 模式 枉 一 定 程度 上 也 是 中 

世纪 的 现实 - 从 中 可 见 , 两 权 竞 争 ,都 要 运动 人 民 ,都 要 帝 取 人 

民 的 忠诚 ,得 至 人民 的 支持 。5 两 权 的 胜 负 兴 况 ,最 终 要 人 民 

米 选 择 。 这 就 在 - - 定 程 度 上 提升 了 大 民 的 地 位 。 比 如 法 国 首 次 

三 级 会 议 的 召开 (1302 年) 便 是 法 王菲 利 普 在 与 教 和 斗 争 中 人 委 

取 民 然 支持 的 手段 。03] 民意 说 常 成 为 国王 在 与 教 泽 的 较量 中 

最 有 分 量 的 筹码 。 14 同样 ,教皇 也 要 从 民意 中 寻求 公法 性 基础 

种 力量 。!9 到 中 世纪 未 期 , 答 国 民族 意识 萌发 ,国王 作为 民族 

[11 

121 

131 

【1 

[35] 

且 mian Terrucy ,ed 了 Re 人 rent5 1 而 are 上 夫 ， 闪 和 一 了 erus ， 

户 .210， 

在 中 性 纪 王 和 育 生 话 中 ,所 谓 的 “人 四 "是 -- 种 模 幅 的 白 由 人 人 体 的 要 每 , 其 中 鹿 

主 刍 地 位 的 基 幅 族 。 到 中 世纪 卡其 .第 二 等 组 地 位 上 上升, 有 了 轻 太 影响 . 

乱 毅 击 通 过 录 布 “人 育 包 诏书 ”规定 由 造 帝 任 选举 国王 1 和 有 皇 效 1 ,从 而 排队 了 

豆 香 对 选举 的 干 牟 。 

出 谢 般 王 约 输 对 撮 皇 英 诺 森 三 贡 后 坚 的 它 刘 来 便 名 英国 说 会 所 下定， 拖 

皇 在 上 甘 国 的 尘 职 授 尾 各 和 和 宇 税 权 部 遭 到 向 人 归 有 力 的 抵制 - 

1179 年 .教皇 次 布 蒋 令 ,规定 所 有 红 均 主教 在 教皇 选举 中 部 有 平等 的 选举 权 【 即 

-从 - 票 ) .任何 通 选 人 萌 一 甸 之 二 选票 即 当 网 为 教 早 : 通过 教皇 选举 制 诬 的 赵 

范 北 ,教会 抵制 了 世 傍 纯洁 者 的 二 预 . 它 也 感 为 近 贱 十 范 性 选举 制 南 的 开 闪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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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代表 .在 与 教皇 的 斗争 中 ,从 民族 感情 中 览 起 了 新 的 力量 。 

这 时 , 教 权 所 画 对 的 俗 权 已 经 不 髓 简单 地 等 同 于 王权 , 而 芋 由 

国 主 作 为 其 组 成 部 分 的 共 问 体 所 营 担 的 世俗 性 的 权力。 月 了 

民族 感情 作 后 盾 , 使 王权 终于 和 压倒 了 教 权 。 四方 的 渡 司 :人民 

的 声音 就 是 上 上帝 的 声音 ”,. 在 一定 程度 上 蹲 真实 的 。 

两 种 权力 无 休止 的 争斗 , 给 社会 带 来 无 休止 的 动 薄 ,给 人 

民 带 来 无 穷尽 的 灾难 .但 它 也 有 一 些 好 处 .在 这 种 丙 桶 相 于 刨 

约 的 异 式 下 ， 妆 一 种 权力 暴虐 失 政 时 ， 人 民 不 圣 于 无 处 逃避 ， 

求 告 无 门 . 另 一 种 权力 或 许 会 对 其 进行 抵制 、 耶 以 环 正 ， 为 人 

民 提 供 - 定 的 庇护 ,在 一 定 种 度 上 减 缕 其 暴 虞 失 政 的 后 朱 - 在 

古代 国家 中 ,个 人 与 国家 之 间 没 有 仲裁 者 ,1 教会 权威 的 兴起 

填补 了 这 个 和 阴 色 空 白 。 从 此 ,个 人 与 国家 (政府 1 和 教会 形成 - 

种 三 角 关 系 . 个 人 与 国家 或 与 教会 发 生 纠 纷 都 可 求助 于 第 一 

者 。 这 在 一 定 竹 产 上 减缓 了 国家 或 教会 的 压迫 力量 。 

两 要 争斗 .人 民 常 被 置 于 不 知 所 从 的 怒 短 域 地 .但 因此 也 

就 有 了 更 志 的 选择 桶 。 在 尽 教 斗争 中 ， 请 出 现 商 个 或 疝 个 以 

上 教学 和 皇帝 争夺 合法 地 位 。!21 信徒 们 被 告 诚 , 支持 和 服从 

假 的 教皇 会 危及 自己 的 得 救 ， 效 忠 不 侣 法 的 星 帝 会 触犯 教会 

纪律 。 政 教 冲 窒 也 常 带 来 教会 内 部 的 分 裂 ， 带 来 多 旺 教廷 与 

[1] 阿 上 克 领 指出 ;十 希 瞳 大 认为 国 潜 就 是 切 。 如 果 国 家 就 旺 韦 , 开 名 蕊 和 各 

力 雹 诛 二 应当 掌控 在 少 束 人 和 手 里 。 尿 障 上 民 实 生 的 办 中 肪 是 让 所 在 的 人 部 和 有 

酚 艺 与 公共 事务 的 管理 . 六 全 的 这 种 根 力 交 对 不 座 登 到 限制 ,位 可 以 把 它 分 

艇 .在 十 项 对 上 人 的 理念 中 , 叭 时 让 在 壮 对 要 力 的 最 条 从 与 , 咯 昌 的 上 月 贞 麻 也 中 量 

大 "但 这 种 向 法 导致 的 各 一 个 后 归 是 合同 家 相 坟 变 入 由 其 和 不 可 抵抗 -因为 ,日 出 

的 兽 长 喜 是 权力 的 增长 。" 阿 克 顿 罗 白 由 与 椒 力 ?第 346 五 。) 存 国家 面前 ,个 

和 发 有 权利 + 回 对 国家 权力 ,个 人 十 分 软 驯 。 

[21 在 狂人 尾 术 之 争 时 和 伐 .教皇 将 熏 帝 开除 教 藉 ,解除 了 此 下 氏 的 吃 讶 暂 约 ,者 旺 

声称 . 如 果 办 姊 服 具 这 个 皇 和 责 . 便 例 党 到 到 会 纪律 的 制 埠 ; 只 译 帝 度 名 了 教 

学 , 立 了 新 的 教皇 ,声言 原来 的 教皇 询 异 映 , 其 至 二 ”以 齿 土 ” :不 谋 和 氏 接 汪 

他 的 认 念 。 而 皇帝 在 这 样 艇 的 时 候 , 总 是 能 拉 上 “ 些 主 邦 立 持仓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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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方 教会 的 不 一 致 ， 这 使 信徒 常会 面临 互 幅 对立 的 教 权 和 旺 

相 计 的 教 令 。 权威 的 不 确定 性 兰 要 臣民 或 信徒 有 更 多 的 丰 

主 性 ,没有 人 确保 他 灵 瑰 得 救 . 只 能 由 上 自已 帮 出 选择 , 并 承担 

选择 的 后 末 - 

如 我 们 已 经 模 述 过 的 , 教 权 与 于 权 的 异 限 天 体 存在 , 但 并 

非 清 晰 可 鉴 和 避 出 不 变 的 。 两 者 问 存 在 着 太 量 模糊 地 避 利 交 

受 地 带 .许多 权力 和 权利 都 是 不 确定 的 。 历 史 传 统 和 理 沦 传 统 

为 不 同 要 求 都 提供 有 利 的 资源 ,法 律 制 度 也 没有 将 侍 何 一 种 理 

论 或 任何 一 方 的 权利 凝 加 化 - 这 就 使 每 :种 权力 都 具有 弹性 ， 

为 强 广 的 争 鞋 握 供 了 广大 空间。 :- 些 重 划 的 埋 论 都 在 讨论 中 ， 

互相 委 论 的 观点 没有 达 致 : - 劳 隶 移 也 解决 ; 1 工 相 秘 盾 的 检 

利 昌 求 并 存 , 相 瑟 对 立 的 权利 斗争 没有 以 一 边 倒 的 方式 结束 。 

这 便 是 政教 斗争 的 特点 : 它 总 是 升 放 着 空间 ,保持 着 张 妃 。 

狗 种 权力 的 管辖 范围 之 争 儿 乎 址 不 可 能 有 结果 的 ， 在 蝗 

下 的 社会 末 挤 中 ， 汪 有 摆脱 鱼 境 的 出 路 。 问 题 在 于 事情 本 身 

的 性 奈 ， 即 企图 把 在 理论 上 可 以 分 开 但 在 实践 上 不 可 能 党 全 

分 开 的 事务 分 升 。 两 神权 力 范 围 的 不 确定 任 为 信徒 们 作出 选 

返 增 加 了 困难 ， 也 培育 了 他 们 更 多 的 田 气 和 银 炼 了 他 们 的 条 

慧 。 西 方 人 的 思维 追求 清晰 ， 人 这 种 中 纵 方 式 却 运 用 于 本 身 

十 分 模糊 的 领域 。 我 们 看 到 一 代 代 神学 家 阐 精 总 炭 ， 真 碱 地 

要 发 现 琴 种 权力 关系 的 真理 。 我 们 也 看 到 话 学 家 们 以 他 们 精 

病 的 思维 和 语言 ， 在 两 种 权力 间 的 模 精 地 带 进行 仔细 地 关 

辨 。 这 种 讨论 和 辨析 并 不 会 达成 -- 个 确定 的 结论 ， 组 它 在 西 

方 思 想 界 形成 一 种 思维 习 敢 ， 即 权力 的 归属 需要 有 权利 的 极 

据 , 权力 的 关系 需要 说 明 , 权力 的 范围 需要 精确 性 定 , 权力 的 

FE] 对 此 乌 尘 要 说 :” 伐 代 感 有 才华 最 机 出 的 作家 六 尽 脑 半 ,要 演 现 什么 档 上 成 这 兰 

分 界线 。 但 在 时 好 的 情况 上 不 过 旦 一 个 堵 无 请 立 的 十 端 ， 在 瞄 讨 的 情况 上 出 是 

古 劳 无 蔓 的 恼 几 劳动 ， 有 .Ulltnaaaty 帅 edieaad Podizieai TPReougit ,pz202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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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j 

pk 可 种 灿 和 潭 上 F 独 

9 是 十 和 

于 

工 里 "下 

了 本 

运用 要 有 理由 。 它 不 能 接受 没有 权利 根据 揭 权 力 、 没 有 界限 

的 复 无 理性 的 权力 。 

教 权 与 王权 是 相互 依存 的 ， 两 者 的 争斗 在 一 定 织 度 二 大 

坏 了 他 们 在 尼姑 中 的 感 售 。 

王权 需要 教 权 为 其 神圣 性 提供 基础 ,但 在 琴 权 的 争斗 中 ， 

世人 怡 统 治 者 不 断 受 到 指 址 .被 迫 十 悔 、 受 到 展 琶 的 息 咬 , 直到 

被 开除 教 籍 和 被 废 点 。 在 … 般 估 徙 心 日 中 ， 就 除去 了 量 在 他 

们 头 王 的 灵光 。 中 世纪 的 王权 虽然 属于 世俗 权力 ， 但 仍 有 某 

种 超自然 的 性 质 ,在 蚊 教 之 委 中 , 教 权 庆 对 它 的 世俗 性 质 的 一 

骨 强 调 无 颖 在 进行 着 相当 于 马克 斯 韦伯 上 质 讲 的 “ 祛 押 " 的 过 

程 。 在 政 部 名 窒 中 争论 的 一 个 关键 问题 是 ， 皇 帝 是 否 公 名 是 

俗人 ?应 否 革 有 宗教 管辖 忆 夭 沃 尔 姆 兹 了 说 ?等 于 认可 了 和 再 定 

的 答案 。 这 样 , 旺 帝 和 国土 也 是 众人 ,在 精神 价值 上 与 一 般 信 

徒 完 全 站 在 了 同 -水 平 线 上 ， 喝 为 重要 的 是 ， 教 权 对 世俗 要 

力 的 局 商 临 下 的 优越 感 不 仅 斩 教士 们 所 有 ， 在 一 定 程 雪上 也 

使 一 般 信 徒 的 心理 党 到 影响 ,使 他 们 能 够 以 独立 的 .有 尊严 的 

态度 去 评判 统治 着 的 是 非 忧 劣 。 

教 权 的 情况 也 是 如 此 。 教 权 虽 然 声 称 离 上 帝 最 近 ,， 但 

教会 仍然 是 尘世 间 的 社会 组 织 , 虽然 人 们 将 其 视 为 灵性 机 

构 ,但 它 毕 竟 采 取 了 世俗 的 可 见 形式 。 教 皇 和 主教 们 既 不 

是 天 使 ,也 不 是 先知 :而 是 于 上 营 在 尘世 的 代表 ,其 职务 也 不 

恢 束 于 个 人 的 超凡 鬼 力 。L11 如 巴黎 的 约 短 所 说 :“ 斩 师 不 

是 作为 天 使 而 是 作为 人 掌握 精神 权力 的 。 "424 有 上 帝 的 权 

[1] 靶 $4 圣 名 ?所 所. 古 找 狂 皮 教 先 知 能 够 直接 与 上 帝 相 光 通 . 知 党 和 捧 达 生病 购 

入 麻 。 他们 述 和 行 神 迹 的 能 力 . 早期 使 待 了 志 有 行 昼 证 的 能 力 。 而 后 来 的 教皇 

和 主 孝 都 千 具 将 这 人 十 特质 。 

12] John of Paris，Pn Kangty en Paper Peer ， 证 Ralph Lemer and Muhain Mab 击 ， 

ad .ediepag Pogitieer PRUoropjhy:A4 Sourcebonok .p.409， 



威 在 ,教会 并 非 终极 权威 ， 甚至 被 教会 小 娅 天际 教 糙 也 并 

不 意 昧 着 必然 下 地 狱 ， 毕 竟 ， 只 有 上 党 才 握 有 对 大 的 灵 瑰 

的 终审 权 。 天 主教 神学 家 通常 坚持 奥 二 斯 丁 仁 “车 下 的 教 

会 ”和 历史 上 的 教会 癌 的 区 分 ， 前 者 在 玉 义 上 是 帮会 凋 败 

的 ,永和 不 错误 ,后 者 码 被 认为 有 “* 某 种 放纵 "的 徘 南 或 “从 这 

个 世界 产生 的 不 道德 ”。111 教会 权力 的 神圣 而 崇 喜 的 使 命 

似乎 使 大 们 可 以 将 昌 己 的 精神 命运 托付 于 它 ， 忆 它 的 表 琶 

却 令 人 和 失望。 而 它 对 世俗 世界 的 着 人 ,对 宗教 收 亏 的 汶 用 ， 

也 使 它 的 精神 权 感 严重 减 报 。 这 必然 在 信徒 心目 中 培养 出 

-一 种 意识 ,尘世 的 权力 都 不 值得 信赖 ,和 卢 己 的 命运 只 能 信 靠 

自己 。121 他 们 对 每 种 权力 的 出 减 都 是 有 俊和 凡 的 ,都 不 是 绝 

对 的 -我 们 看 到 在 整个 中 世纪 ,充满 着 对 烧 会 权威 的 挑 戌 。 

在 教 权 与 王权 的 二 元 主义 结构 下 ， 要 建立 一 种 稳定 的 秘 

序 需 冉 出 慨 大 的 代价 ,有 时 根木 是 不 可 能 的 ,但 西方 人 的 价值 

观 却 不 是 热心 于 建立 秩序 ， 而 大 建立 动 态 的 适应 变迁 需 央 的 

政府 形式 ;不 是 … 劳 永 介 的 稳定 , 而 基 具 有 活力 .充满 变化 和 

容纳 密 种 可 能 性 的 秩序 “促进 玩 结 的 全 心 全 意 的 势力 本 身 

与 遇 方 文明 的 本 质 相 迟 , 它 的 原始 训 动 是 流动 性 和 密 元 主义 、 

充沛 的 精力 和 怀疑 精神 。 ”103 在 两 种 权力 的 紧张 机 动态 次 夭 

中 ,普通 民 估 和 多 了 些 目 由 的 空间 ,个 人 和 社会 在 两 权 的 委 帮 必 

其 所 造成 的 权力 夹 甸 中 得 以 伸展 和 成 长 。 

现代 天 主教 学 者 本 . 马 利 坦 认 为 ， 是 基督 教会 成 功 地 抵 

111} 多, 丁 ,Muller，Freadoph ie 了 eter 让 本 ri 可， 下 romi 天 全 肌 q 用 有 4 5 mhocrary， 

执 . 全 呈 

[21 这 种 亏 雇 发 展 的 结果 就 是 16 世 纪 的 宗教 改革 ， 定 了 所 有 外 在 桶 感 对 于 济 

三 得 救 的 作用 . 

13] ,本 也 Der，Peedert 了 人 Er 下 卫 丰 本 天 7 下 Drrar 

下. 避 必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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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 了 址 俗 国 家 棚 力 ,给 西方 人 留 下 了 有 由 的 过 产 -。“ 两 干 年 

的 过 程 中 ,教会 曾 通过 对 各 民族 宣传 福音 以 及 为 了 保卫 种 

种 精神 权利 而 表 喜 地 抵御 各 种 现世 权力 , 把 睛 由 教 给 了 人 

们 。 的确 ,教会 对 直 俗 权力 的 监 常 和 制约 ,为 西方 六 下 了 

规范 园 家 轰 廊 的 优良 传统 。 托 到 维尔 曾 将 近代 社会 各 种 独 

立 的 民间 组 织 称 为 “社会 的 独立 的 眼 上 ， 中 址 纪 的 教会 便 

是 这 样 一 只 眼睛 。 对 国家 权力 的 规范 砷 限制 使 个 人 自 抽 有 碟 

为 可 能 。- 

济 一 位 当代 学 上 痢 日 . 继 勒 认为 ,如 宁 设 有 性 傣 国 家 抵 扩 

教会 权力 的 扩张 ,情况 也 好 本 了 堵 少 。 人 大 们 永远 不 能 确定 ， 

中 其 纪 教 会 如 果 获 得 胜利 ， 是 否 会 扩充 更 多 的 权利 或 带 来 

更 多 的 目 央 ? 良 由 的 成 长 不 呈 中 世纪 秩序 破裂 的 必然 

结 采 ， 介 的确 是 它 事 实 上 的 一 个 结果 一 一 一 个 侣 手 盟 鸭 

结果 。 “如 果 这 些 和 其 他 目 由 社会 的 前 担 往 成 了 大 量 的 攻 

乱 和 不 和 和谐, 看 起 来 像 精 神 的 无 政府 主义 ,我 们 也 许 应 该 记 

起 “信仰 时 代 ”从 未 获得 统一 ,强制 统一 造成 了 日 益 增 长 的 

分 裂 -我 们 可 能 猜想 如 果 这 种 统 -的 努力 成 功 了 ,教会 保持 

了 它 的 权 感 ,西方 基督 教 国家 就 会 步 恨 斯 兰 教 后 抄 , 候 带 不 

前 。?”[21 

上 上述 两 位 学 者 分 唱 论 述 了 教会 抵御 国家 的 作用 邦 虽 家 抵 

秤 教会 的 作用 , 另 有 -- 些 学 者 综合 了 两 个 角度 。 阿 克 顿 指出 : 

“在 记 代 世界 ,国家 执行 着 教会 的 职责 。 国 家 把 政教 两 大 功能 

全 二 为 一 到 自己 手中 。 是 基督 教 把 政教 两 大 功能 分 离开 来 ， 

这 是 一 个 伟 六 的 变化 。 这 种 变化 在 政和 治 上 产生 的 显 苦 行为 就 

是 对 权威 施 如 限制 。 ”而 “上 共有 当 一 个 政府 人 到 有 效 的 限 册 

111 J- 忆 和 村 地 :人 和 国家 ,第 169 由。 

[21 日 -.] -MUllac， Freedans in 搜 生 全 eatem 且 Dr 吉 :万 Di 1 屿 有 申 如 省 ee 0 下 emoePoy， 

PP ,93 101 . 



时 , 它 才 是 合法 的 "- (0 他 认为 ， 政 数 分 离 对 自由 米 说 是 必需 

的 ,如果 二 者 联合 , 国家 是 不 宽容 的 : 如 果 二 者 分 离 得 过 分 ， 

守 教 驶 不 宽容 。 ”121T.S. 区 有 格 特 (T.S.Fiot 认为 “我 们 阅读 

矶 中 好 可 得 郑 ， 教 会 与 国家 之 间 上 共有 其 种 张力 是 十 分 可 到 

的 . -下 教 健 与 国家 反 有 崩 成 由 ,全 迟 国 民 就 要 得 殊 :而 教会 < 

国家 过 于 融洽 , 那 载 会 必定 出 了 问题 。 "1 这 种 认识 在 西方 学 

者 中 于 平 是 -- 种 共识 。 按 吾 采 也 说 本 正 是 两 庆 权 力 之 间 的 这 

种 冲 赛 ， 有效 地 防止 了 个 人 童 受 完全 胃 投 的 和 危险。 如 果 西 片 

人 民 成 功 地 使 各 已 避免 了 东方 停 汪 的 神权 政体 ， 那 全 由 救 会 

与 国家 的 长 期 竞争 ,最 终 植 机 于 这 样 一 个 事实 , 即 教会 与 国家 

都 是 独立 自足 的 机 构 , 事 实 上 构成 两 种 分 离 独 立 的 国家 。 ”14| 

四 自由 主义 :上 帝 的 尘世 遗物 

基督 教 在 教 权 与 上 权 之 间作 出 二 元 分 割 ， 并 在 两 者 间 避 

持 某 种 张 上 种 网 绚 的 平衡 :在 上 六 的 物 与 性 节 的 物 之 癌 划 出 

界 假 , 使 两 个 领域 相 下 交 交 但 不 是 完全 重合 ,这 不 仅 是 草 些 中 

想 家 或 思 组 流 浇 提出 的 理论 ， 而 且 是 导 穿 整个 太 代 中 址 纪 基 

督 教 思想 史 的 主流 党 政治 哲 掌 ;， 它 不 是 政治 寺 争 的 特定 形 执 

造成 的 一 种 莉 时 的 状态 ， 而 是 以 特定 的 政治 和 依 件 为 根据 的 相 

对 稳定 的 政治 体制 :并 日 , 它 不 仅 停 留 在 制 席 和 埋 论 层 面 , 它 

还 透 人 一 般 西 欧 人 的 政治 心理 ,是 他 人 和 们 的 蚊 治 价值 取 阿 . 政 沿 

1 阿 克 购 六 自由 与 梭 力 ?, 第 3a3.347 页 。 

「2] 阿 充 蛋 : 寺 自由 与 权力 ?, 第 389 页 。 

i31] TS. 艾格 特 : 以 革 上 教 与 文化 3. 声 氏 生 .上 陈 常 物 译 ,四 川 大 民 出 版 社 , 1 的 

年 ,第 ?1 两 。 

14] 雪 过 .入 : 拉 吾 罗 : 欧 证 自由 主 头 史 》 ,第 18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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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态 庶 和 政治 情感 ,也 就 是 说 ,是 欧 基督 教 时 代 政 治文 化 的 核 

心 和 征 

有 位 教皇 曾 将 二 匹 化 权力 蛋 系 称 为 双 洋 "性 物 "。 的 确 , 两 

种 权力 癌 的 争斗 有 时 甚至 是 凶残 的 哲 杀 萄 西欧 中 世纪 带 来 无 

数 的 混乱 , 动 费 和 徘 恶 。 然而 当 这 一 切 痛 苗 的 经 历 过 去 之 后 ,人 

们 看 到 它 也 给 西方 留 下 了 珍贵 的 遗产 : 即 近代 目 由 主 六 。 

近代 自由 主义 学 说 的 核心 ， 是 在 个 人 与 国家 之 同 划 出 甸 

眼 ， 将 个 人 生活 的 … 部 分 视 为 不 受 国 家 权力 干预 的 个 人 范 

围 。 在 某 一 界限 以 内 ,就 是 所 谓 的 “ 秘 域 " 芭 个 人 “权利 ”, 它 与 

“ 公 域 "或 国家 的 权力 范围 相互 分 离 ,相互 对 立 , 相 玫 大 证 , 相 

互 排斥 。 自 由 主 必 将 个 人 视 为 独立 自足 的 封闭 的 单 三 ， 将 个 

和 的 秘 域 设 定 为 以 排他 性 为 特征 的 “权利 "而 不 是 : 般 的 利益 

或 福利 ,这 就 为 个 人 设置 了 坚硬 的 屏障 , 筑 起 一 道 篇 和 饼 , 以 抵 

御 国 家 权力 的 侵犯 。01 

其 妃 想 忧 卫 和 文化 积淀 的 级 向 维 霸 来 考 紫 ， 自 由 主 头 关 

于 个 人 权利 范围 与 国家 权力 界限 的 观念 的 一 个 主要 源头 是 其 

督 教 。 基 督 教 关于 精神 松 力 与 世俗 权力 的 一 元 观念 转变 为 目 

由 主义 关于 个 人 权利 与 政府 权力 二 匹 化 的 观念 ; 基督 教 不 许 

世俗 权力 染指 的 精神 领域 和 宗教 生活 以 下 其 有 宗教 意 尽 的 私 

人 人生 话 领 域 转变 为 自由 主 匀 不 许 国 家 侵犯 的 个 人 板 利 ; 基督 

教 对 政府 权力 了 予 以 界定 和 规范 的 思路 为 自由 主义 所 继 素 ， 它 

只 是 将 教会 对 世俗 权力 的 限制 转变 为 个 人 权利 与 公民 社会 对 

政府 权力 的 限制 。 

[1] 页 斯 当 指 出 :* 人 类 生生 的 -部 分 内 容 必 辣 仍 是 属于 个 人 的 和 独立 的 , 它 有 上 

置身 于 任何 社会 权能 的 控制 之 直 。 店 板 只 是 一 个 有 限 的 和 模 对 抽 存 在 . 这 十 

独立 与 个 人 存在 的 起 点 ,是 证 权 管 转 权 的 鸽 点 .. 诗 会 路 过 这 一 和 并 中 .就 会 像 手 

者 对 丸 的 时 背 一 一 这 是 它 惟 -- 的 称号 一 一 一 样 理 亚 。 页 折 当 交 古代 人 与 现 

伐 拓 的 自 几 让, 第 57 站。 )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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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 主义 的 二 元 主义 取代 基 和 芝 教 的 二 抑 语 又 ， 是 社会 地 

咨 化 的 产物 。 它 标志 着 个 位 的 人 已 经 长 天 成 山 . 上 上 交 第 这 退 

聊 ， 以往 教 会 充当 了 上 帝 在 尘 批 的 代理 人 和 个 人 秘 域 的 监护 

者 , 但 在 个 人 长 大 成 熟 后 , 便 推 开 这 个 代理 人 , 直接 与 上 帝 相 

沟通 。 和 采 ,以 往 的 上 帝 是 教会 伪造 的 “上 和 之 物 " 被 化 为 教 

会 之 物 ;而 现在 他 们 上 自己 每 个 人 都 开始 的 造 上 帝 , 继 而 浆 以 上 

帝 自 居 。 以 往 铀 玫 会 所 取 的 东西 现在 已 经 还 给 每 个 人 人， 教会 

的 领地 稚 下 分 方 人 的 “ 秘 域 " 上帝 的 物 ” 已 经 被 个 人 据 为 已 

有 ,成 为 "个 人 的 物 ” 即 个 人 的 “ 乙 简 "或 "日 由 “。 

1 二 元 主义 的 思维 定 势 

有 愉 会 开工 世纪 邯 稣 原则 上 区 分 了 习 撒 的 物 和 上 帝 的 物 ， 

到 SS 址 纪 格 拉 企 斯 完整 地 阐述 了 精神 权力 与 世俗 权力 分 工 的 

思想 ,中 则 经 过 I2 世纪 相 斯 乓 尔 与 让利 五 世 的 协议 和 话 尔 姆 

称 协议, 到 17 世纪 的 镶 更 系统 地 从 理论 上 对 个 人 权利 与 政府 

权力 关系 作出 阐述 ,以 及 18 世纪 美国 宪法 对 一 系列 个 人 权利 

正式 作出 法 律 保 护 , 贯通 这 1800 年 西方 人 政治 思考 和 政治 设 

计 的 ,就 是 二 元 主 六 的 思维 方式 。 这 1800 多 年 中 .世事 变 计 ， 

大 们 所 思考 的 政治 主题 和 从 事 思考 的 背景 已 大 不 相同 .但 二 

元 王 交 的 时 维 方式 却 没 有 变化 。L0 

维 观 1800 年 了 方 政治 思想 的 发 展 , 我 们 能 后 清晰 地 看 到 

由 基督 教 的 二 元 朴 治 观 向 台 由 主义 一 元 政治 观 的 转变 : 

(1) 基 督 教 对 人 的 过 囊 与 肉体 .内 在 世界 与 外 在 世界 的 区 

分 演变 为 租 由 主义 关于 人 的 内 在 精神 与 外 在 行为 .只 与 自已 

[1] 用 关中 国 上 让 或 "一 "而 西方 估计 求 “ 亏 " 的 转 维 洁 执 ., 夭 风 其 著 : 西 节 蚤 茶 交 

亿 传 六 4 族 订 版 1. 第 158 一 173 页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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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
上 

有 关 的 行为 与 涉及 他 大 的 行为 的 区 分 。 革 督 教 认 兴 ， 大 的 鸡 

魂 共 对 上 帝 负责 , 只 有 岗 体 才 属 于 世俗 社会 ;: 日 由 主义 认 六 ， 

大 的 一 部 分 行为 只 与 自己 有 关 ,不 影响 他 人 ,这 部 分 行为 完全 

是 自由 的 。 只 有 影响 到 他 人 的 行为 才 青 向 社会 负 贞 ,50 政府 

和 社会 才 有 权 干 预 。 

(2] 基 督 教 关 于 大 的 精神 生活 与 物 上 原生 话 . 示 教 生活 -过 地 

俗 生 活 的 区 分 ， 厢 上 自由 主义 这 里 转变 为 村 碟 与 如 域 的 区 分 。 

在 秘 域内 ,个 人 是 最 锅 主 权 者 ;只 有 在 会 域内 ,个 人 才 甩 从 外 

在 权 睫 。 秘 域 是 个 人 的 至 地 ,公共 松 威 不 得 进 人 。 

(3) 基 督 教 关于 精神 权力 与 世俗 权力 互相 监督 . 工 相 限制 

的 一 元 模式 转变 为 近代 宪政 主 闪 的 分 权 与 制衡 、 石 限 权 力 的 

政府 模式 。 在 基督 教 那里 谈 的 是 精神 权力 与 世俗 权力 的 办 

限 ,两 种 权力 互 为 界限 ， 互 相 限 制 。 每 - 方 对 日 已 忆 力 的 坚 

皖 ,者 构成 对 方 不 可 请 越 的 障碍 ， 在 六 种 权力 相互 区 争 .相互 

监督 、 相互 制 多 中 , 每 一 方 都 强调 对 方 的 权力 是 有 限 的 , 瑚 于 

予以 规范 ,有 党 到 对 方 的 监督 ,每 一 方 者 试图 为 上 已 的 权力 找到 

更 坚实 的 根据 。 相 加 方 共同 推动 下 ,限制 和 规 郊 权力 的 观 代 

制度 和 技术 发 展 起 兴 。 0 中 址 纪 的 世俗 统治 者 是 在 教会 的 监 

督 下 统治 国家 ,这 种 政治 模式 到 近代 演变 成 完 政和 制度 . 苑 政府 

在 代表 民意 的 议会 和 独立 的 司 革 机构 的 监督 下 行使 权 几 ， 同 

时 三 种 权力 之 间 相 互 制衡 。 在 长 期 的 政教 之 人 中 ， 故 教 二 元 

1 这 就 是 害 尔 所 讲 的 个 入 明 引 社会 十 镍 .之 疗 的 儿 限 ,严复 译 为 " 群 己 民办 。 

[2 比如, 教 瓜 洗 蝇 训 园 鞋 与 上 菠 通 倍 往 一 ' 样 , 枫 逐 教 全 泪 的 约束 和 教 全 权威 的 管 恩 , 格 

里 高 利 七 世 在 昼 张 了 孝 皇 其 知 得 那里 约 芒 的 “ 质 纪 与 灵 衣 ”的 或 态 后 问 道 :“ 殿 道 

男 王 就 兹 疹 免 吗 ? 肉 亲 了 他 们 就 五 在 上 帝 江 付 钳 苦 航 香 的 症 样 中 吗 ? 11enc Bettrm 

app nd. Doraummenis ie Prirtian eur ph 105.) 数 权 这 有 时 壕 诉 诸 " 更 高 的 钰 "以 

托 制 王权 , 也 吁 求 负 你 撕 此 抵制 考 横 的 国 工 . 干 检 派 以 代表 刘 会 整 伟 的 宗教 厂 父 

限制 坊 台 的 权 慷 。 王 村 深海 否定 二 醒 于 教皇 前 型 褒 ,声称 干 权 痘 于 上 帝 ., 杠 所 都 

出 谁 来 当 国王 ， 上帝 则 变 闭 上 大 民 米 选择 . 由 此 推动 了 中 地 纪 代 民 制 民主 思想 的 发 

展 : 哲 树 主 为 抵 稍 和 主 这 对 教 嵌 选 举 的 干预 , 则 建立 下 了 规范 的 教皇 选 洲 刺 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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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权力 体 制 和 观 售 对 西方 人 已 成 避 司 ， 每 种 权力 都 有 其 界限 

已 经 得 到 广 证 认 局 ,人们 难以 接受 矶 限 的 权力 。01 特别 是 从 

12 世纪 起 .全 论 的 两 派 不 再 停留 在 从 《至 经 上 和 教父 那里 为 自 

己 的 权 方 寻找 根据 ,而 是 按 罗 马 法 的 碟 维 方式 ,试图 在 等 -其 

体 案 例 中 精确 地 界定 载 权 与 王权 的 鼻 限 。 这 不 公使 西方 人 形 

成 育 限 权 尹 观 念 和 权力 规范 的 观念 ， 而 且 形 成 精确 辨析 权力 

鼻 服 的 思维 习惯 。 政 府 权力 党 到 规范 和 限制 , 便 是 个 人 自由 的 

主要 保障 。 

(4) 基督 教 关于 精神 权力 与 世俗 权力 ,教会 与 国家 的 对 立 

到 自由 主义 这 里 访 变 为 公民 社会 与 国家 的 对 立 ;: 上 帝 的 物 与 

世 撒 的 物 的 对 立 演 和 些 为 个 人 权利 与 国家 恨 力 的 对 立 。 原 来 由 

邢 会 与 国家 分 割 的 领地 现 往 由 个 人 和 和 会 民 社 会 导 国 家 分 吾 ， 

原来 个 人 的 物 分 属 上 沉 和 恺 撒 , 现 在 一 部 分 属于 国家 , 另 - -部 

分 归 个 人 目 己 。 5 原来 教会 对 世俗 入 力 的 制约 和 监督 转变 为 

会 民 社 会 对 政府 的 制约 和 监督 。13] 

息 之 ， 自 出 主义 是 在 世俗 化 历史 进 牌 瓦解 了 中 世纪 的 宣 

圣 秩 将 后 .在 世俗 秩序 的 基础 上 对 其 一 元 政治 结 殉 的 重建 。 

[1 柏 克 思考 了 国 竺 权力 限制 同 题 :“ 乙 些 事情 有 是 国家 和 此 依据 政和 智 入 担负 部 导 

责任 的 ,了 呵 些 率 情 是 国家 上 席 尽 量 少 加 干预 .和 留 纤 个 上 自由 处 理 的 -如 巢 郊 许 

我 划一 个 分 恰 亲 ， 我 可 以 非常 清楚 地 划 出 . 即 国 家 记 该 把 目 己 限制 在 与 国家 

右 其 的 事 夯 范围 内 -。 一 训 以 藤 之 : 国 豪 应 访 掀 自己 根 岗 在 襄 正 的 .严格 的 全 

共事 务 公 苇 和 平 . 公 丰 雪人 全 和 公共 繁荣 … 的 范围 内 。 下 乾 德 才 : 柏 克 

考 站 由 与 传统 .特大 等 诺 ,商务 量 飞 情 ,2001 年 ,第 294 295 页 ，)} 

「21 我 们 这 里 是 皮具 蓝 而 言 立 。 详 际 上 ,一元 证 区 前 起 座 方 式 站 透 到 基 叔 教 与 肯 

申 主 站 四 稍 哲 茜 的 音 沾 部 分 ,化 负 基督 孝 英 于 天 的 无 因 状 坦 与 有 罪状 意 的 计 

立 在 自由 证 尖 这 里 转 化 对 具 性 内 在 的 着 与 焉 的 办 讲 的 分析 ; 关于 自然 与 习 惟 

的 允 立 转变 为 自 航 状态 与 公民 社会 的 对 站: 其 于 神 证 与 大 法 的 对 疼 转 变 为 日 

鳅 话 与 实证 法 的 对 等 ， 

[13] 和 在 水 门 事 件 中 , 已 克 坊 与 新 闻 嵌 性 的 冲 尝 被 比 罚 为 中 世纪 怠 币 与 教 党 的 证 宽 。 

日 申 的 去 人 交 待 力 是 社会 的 耳 日 种 噬 天 ,在 当 民 社会 重 枢 着 相当 于 中 世纪 教会 

于 样 的 精神 反感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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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 ， 二 元 区 分 的 弄 眼 并 非 从 基督 教 直线 型 地 区 伸 到 上 自 

由 主 居 。 只 与 自己 有 美的 行为 不 等 同 于 人 的 内 在 世界 ; 精神 

生活 和 宗教 生活 无 疑 属于 秘 域 ,不 过 私 域 却 不 限于 这 些 ; 上 帘 

的 物 与 个 人 权利 也 不 是 等 值 的 。 但 是 ， 以 一 元 的 而 非 - :元 的 

观念 认识 政 消 穆 序 ,追求 二 元 分 割 而 非 一 元 合并 ,要 在 人 的 生 

活 中 划 出 一 个 异 队 ,将 人 的 生活 臂 成 两 半 , 分 属 两 个 领域 ,在 

界 跟 的 着 边 保 持 一 定 程 度 的 张力 而 非 和 僵硬 的 对 待 ， 保 持 相对 

的 半 衡 而 非 一 边 例 的 优势 ,这 是 一 种 息 维 定 芝 . 也 是 一 种 政治 

心态 和 政治 审美 疯 念 ， 它 贰 穿 于 基督 教 政治 哲学 与 自由 主 交 

政治 哲学 ,构成 两 者 联结 的 桥梁 。 

所 不 同 的 是 ， 基 督 教 对 权力 的 横向 分 割 在 自由 主义 这 里 

转变 为 在 个 人 (和 社会 ) 与 政府 加 的 级 和 癌 分 割 。 在 烧 向 分 其 的 

条 件 下 , 丙种 权力 都 重 认 对 方 的 权利 , 在 纵向 分 割 的 条 件 下 ， 

个 人 权利 成 为 政府 权 广 不 可 和 逾越 的 障碍 - 基督 教 那里 彼岸 与 

此 上 谎 的 二 维 历 时 性 的 区 分 和 对 立 在 自由 主义 这 里 被 压缩 成 此 

岸 一 维 共 时 性 的 区 分 和 对 立 。 自 由 主 勾 将 基督 教 的 披 庆 构 思 

引 到 此 岸 ， 它 在 取 汪 了 此 量 与 彼岸 的 对 立 后 将 此 岩 世 界 斯 成 

珊 半 ,在 个 人 与 国家 之 间 划 出 一 道 瀣 沟 。 当初 上帝 给 国家 画 地 

为 牢 , 如今 个 人 接 过 上 帝 的 权 械 ,守护 着 国家 的 边界 不 许 其 僧 

越 。 结果 , 以 逢 岸 名 多 所 作 的 保 久 补 个 人 存 此 岸 所 获取 , 以 往 

人 迟 上 帝 之 神 感 对 国家 权力 的 抵制 产生 了 永久 性 的 后 果 。 这 样 ， 

个 人 人 成康 了 ,上帝 俺 不 表 管 人 间 事 务 ,教会 也 由 监护 人 变 成 顾 

间 ,让 此 ,个 大 即 是 上 这 ,个 人 权利 便 是 神圣 的 禁地 ,国家 需 收 

起 它 的 爪牙 , 虹 曲 于 受 限 制 的 领域 内 。 

在 基督 教之 前 . 古代 政治 哲学 家 关心 国家 权力 的 归属 和 

目的 问题 ， 基 本 不 涉及 国家 权力 的 性 质 和 范围 问题 。 他 们 轴 

考 的 是 ,国家 权 力 由 谁 来 掌握 ,以 什么 为 目 标 ? 他 们 不 考虑 , 国 

守 羽 力 是 什么 样 的 权力 ,其 权力 界限 何在 ?围绕 古典 时 代 主 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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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建 的 政治 哲学 只 能 尾 一 元 主义 的 ， 整 体 主 关 的。 基督 教改 

塞 了 西方 政治 哲学 的 论 域 ， 将 政治 哲学 的 主题 转向 对 国家 权 

力 性 质 前 分 析 和 范围 的 痉 定 ， 将 一 元 土 义 的 政治 思维 转 阿 二 

元 主义 的 ,而 自由 主 头 则 接 过 基督 教 政治 刹 学 的 话题 ,并 结合 

新 的 政治 条 件 作 出 了 近代 的 回答 ,也 就 是 说 ,基督 教 政治 哲学 

设 定 了 政治 理论 的 中 轴 ， 而 自由 主义 则 继续 围 线 这 个 中 轴 旋 

转 和 展开 。 与 此 同时 ， 它 也 必然 继 卫 基督 教 二 元 主义 的 思维 

方式 。 

2 从 上 名 的 物 到 个 人 的 物 ! 

三 种 模式 的 比较 分 析 

基督 教 二 元 主义 政治 确 学 的 核心 是 下 帝 的 物 与 忆 撒 的 物 

的 二 元 区 分 ， 和 育 和 由 主义 的 核心 是 个 人 权利 与 国家 权力 的 二 元 

对 立 。 为 了 认识 基督 教 一 元 主义 与 自由 主义 的 内 在 联系 ， 我 

们 在 这 里 借鉴 比较 文化 学 的 研究 方法 ， 将 其 与 古代 国家 所 人 存 

在 的 精神 权力 与 世俗 权力 、 教 入 与 王权 关系 的 另 两 种 模式 进 

行 比 较 分 析 ,从 中 我 们 会 发 更, 为 什么 肯 由 主 头 是 基督 教 的 六 

产 ,为 什么 个 人 的 牺 能 够 从 上 帝 的 物 中 晓 变 而 生 。 

在 古代 岂 界 , 精神 权力 与 世俗 权力 、 烧 权 与 王权 (在 民主 

国家 是 民权 ) 并 存 于 所 有 的 国家 .但 两 者 的 关系 却 大 不 相同 。 

大 体 说 来 , 教 权 与 俗 权 有 的 关系 有 三 种 模式 :0 

(1 世俗 国家 吞没 了 教会 ,王权 吸纳 了 教 要 

这 类 国家 的 共同 特点 在 于 : 世 咨 政权 或 直接 承担 起 道德 

[1 灶 仇 的 现 点 吉 委 风 罗 纳 征 - 工 .区 和 戎 斯 通 : 二 社会 中 的 这 教 了 了., 竺 今 蔡 . 张 昔 

译 ,四 川 人 员 出 版 村 ,1591 秆 .第 162 砚 以 下 ， 

本 是 ”下 者 汪 本 四 .air 二 

= 对 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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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k 六 于 灿 和 结 上 凡 

配 卫 是 瑟 

教化 的 功能 ,行使 者 宁 教 权威 ， 或 将 教 桶 作为 政权 的 一 个 有 

机 组 成 部 分 发 挥 其 作用 。 个 大 生活 的 一切 痢 受 世俗 政权 的 文 

配 -。 让 代 中 国 、 古 代 希 肢 和 罗马 ,东正教 的 至 操 庭 和 俄罗斯 等 

都 属于 这 个 类 型 .在 教会 与 国家 都 是 一 元 结构 从而 两 考 相 互 

重合 的 地 方 ,社会 苇 辣 体 首先 屋 国 家 , 持 次 才 是 教会 。 在 留 家 

一 元 化 而 教会 移 匹 化 的 地 方 , 即 一 个 国家 内 并 存 多 个 教会 的 

好 方 ,教会 成 为 世俗 国家 的 组 成 部 分 , 在 这 种 模式 内 ,有 的 屿 

等 形 成 了 相对 独立 的 教会 , 担 有 相当 程度 的 精神 权力 ， 阳 教 

全 的 权 方 届 质 于 姑 傣 王权 之 下 。 有 的 国家 虽然 有 精神 权力 和 

宋 教 组 织 ,， 但 却 没有 形成 组 织 化 程度 较 高 的 教会 ,因而 教 权 

与 王权 疫 有 形成 结构 性 的 分 化 , 精神 榨 力 完 全 被 性 俗 权 力 所 

吸收 。 

东平 教 与 天 主教 本 是 同根 所 生 ， 和 他们 共同 享有 耶稣 区 分 

上 帝 的 物 与 世 搬 的 牺 的 思想 和 遗产， 但 它们 乍 政教 关系 上 却 形 

成 两 种 不 同 的 模式 。 和 于 占 庭 帝 国教 权 与 王权 关系 的 基本 诛 

则 ， 是 4 世纪 时 由 笑 士 坦 丁 的 宫廷 主教 惰 是 比 乌 系统 曾 述 

的 。 从 堵 时 起 直到 拜占庭 灭亡 ,这 些 原则 基本 本 变 ,而 教会 与 

国家 的 关系 大 体 上 仍 定型 于 君 士 坦 丁 时代。 现代 人 观念 中 的 

教会 与 国家 间 的 区 分 和 和 对立， 在 拜 上 由 庭 人 看 来 足 毫 无 意义 

的 。 他 们 并 没有 把 教 会 和 国家 视 为 阔 个 相对 狐 立 的 实体 ， 而 

是 将 社会 视 为 一 个 单一 的 、 柄 合 的 整体 。 这 个 整体 的 首领 是 

皇帝 ,他 兼 党 宗教 和 民 划 大权 ,对 臣民 生活 的 整体 负责 。 布 赖 

斯 在 比较 基督 教会 在 西方 帘 国 与 东方 帝国 的 地 位 时 指出 :在 

格 星 高 利 七 证 教皇 的 时 代 以 后 ， 风 马 教会 至 少 是 与 帝国 平 起 

平 坐 的 ， 有 时 候 还 几乎 成 了 帝国 的 主事 大。 而 东正教 会 总 是 

东方 帝国 政府 的 女仆 - “国家 内 虽然 有 教会 组 织 ,教会 分 工 

[1 荐 罗 斯 ， 而 芒 斯 尽 神 对 办 与 这 国 .第 290 一 291 贾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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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 实 教 事务 , 但 在 挝 身上 , 教 权 与 于 权 合 而 为 一 ,彼此 不 

分 。 君 十 坦 丁 曾 说 过 :“ 就 我 的 皇帝 职位 而 言 . 还 有 什么 职责 

比 销 除 销 误 .制止 草率 的 判断 ,以 及 末 此 而 后 全 人 干 人 民 向 全 能 

的 二 帝 献 上 真正 的 宗教 、 真 诚 的 和 谐 和 恰当 的 崇拜 更 高 尚 的 

紫 ? 1 君 士 坦 丁 堡 的 安东尼 宗主 教 1395 秆 前 后 写 售 给 假 野 

斯 天 公 说 :“ 这 个 神圣 的 皇帝 在 教会 中 具有 至 高 的 地 位 ，…… 

对 基督 徒 来 说 ， 拥 有 一 个 教会 而 不 拥有 .个 皇帝 是 不 可 能 

的 。 教会 和 皇帝 具有 .种 伟大 的 统一 性 ， 同 在 : -个 负 大 的 苇 

同体 之 中 ;他 们 不 可 能 被 相互 分 随 开 来 。 13] 我们 之 所 以 将 这 

个 国家 归 为 王 祝 统 治 教 权 :类 ,而 不 是 教 和 权 统 治 王 权 ,是 因为 

皇帝 不 是 僧侣 (教士 ) 而 是 平 信徒 。03 

在 中 国 击 代 ， 人 们 关于 衬 定 和 社会 的 观念 党 全 是 整体 证 

区 的 ,。 接 中 国人 “ 泛 政 治 化 的 整体 政治 思维 方式 ”, 天 地 宇宙 

和 类 社会 枸 成 -- 个 有 机 整体 ,这 个 整体 处 于 混 汪 状态 ,内部 

不 同 领 域 布 关 别 的 事务 向 有 明显 的 界 陋 和 区 分 。 而 政治 则 处 

于 这 个 整 伟 的 中 式 神 经 系统 的 地 位 , 它 汪 透 -: 切 , 渔 盖 一 切 ， 

去 配 一 切 ， 一 切 都 被 距 予 政治 意 六 。 - 切 都 围绕 政治 的 中 轴 

旋转 ， 一 切 事 物 都 需 服务 于 政治 需要 ， 没 有 独立 于 政 治 的 领 

域 ， 不 容忍 导 旷 治 秩序 不 协调 的 秩序 。 收 治 权威 具有 支配 一 

切 .规范 -: 切 . 统 摄 一 切 的 蕊 能 。14] 大生 的 征 岸 境界 .宗教 生 

[1] 交办 : 赦 克 轻 项 斯 主编 牛津 基督 教 史 ?, 第 111 直 。 

[2)] 站 输 ， 志 克昌 勒 斯 主编 过 生津 基 东 救 史 $, 第 111 页 。 

上 31 党 者 们 一 般 兰 拜占庭 的 政 较 关系 和 模式 机 括 为 * 介 皂 首 皇 志 史 ", 音 为 恺 抑 菊 掌 

部 皇 之 轻 。 但 这 种 说 着 易 引 起 误解 .因为 在 东方 辑 会 内 ,和 皇 达 有 内 是 邦 全 的 是 商 网 

护 人 ,三 基 直 接 的 领 栅 , 他 对 教会 的 控制 主要 是 外 部 的 和 间 护 的. 大量 纯粹 宗 着 

性 事务 候 是 教会 的 范围 。 在 的 短 五 世 和 和 - 谍 圣 再会 1Holy synod.138f 一 1383) 之 

间 村 万 的 协议 中 ,皇帝 站 称 作 * 辑 会 总 的 提 护 人 " ,但 平 基 "教会 的 元 首 "、 辽 个 元 

首 是 其 叔 、 【从 见 芍 葵 - 走 克 党 得 斯 主编 赤 牛 津 苦 和 部 山 ? ,第 114 责 。} 

141 有 关中 国人 的 * 话 政 治 化 "政府 思维 方式 , 系 见 拙 作 《西片 政 沿 立 作 忧 赃 ?个 订 

版 ) ,第 159 164 碳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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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和 内 在 精神 世界 都 需 受 政治 权威 的 支配 ， 调 绝对 的 家 长 式 

的 专制 星 权 贴 是 政治 的 最 高 主 室 ， 

与 西方 基督 教 时 代 的 人 比 起 来 ， 中 国人 的 宗教 观念 比较 

淡漠 。 占 统治 地 位 的 岩 家 思想 专注 于 世俗 人 和 的 圆满 ， 不 关 

心 人 的 芽 岸 灵魂 得 救 。 人 生 的 所 有 追 求 都 没有 越 出 此 岸 边 

办 ;人 生 的 最 高 境 异 者 能 够 在 此 生得 以 实现 : 所 以 , 廿 传统 中 

国 的 主流 文化 里 , 没有 耿 吏 与 符 体 .宗教 生 英 与 世 俗 生 沿 . 天 

党 幸 挤 与 世俗 幸福 、 彼 尘 与 此 岩 的 分 腹 和 紧张 关系 .宗教 生 

活 即 使 有 过 ,也 是 世 咨 生活 的 一 个 补充 ;天 管 的 退 求 虽 使 一 些 

人 心动 ,但 它 必 须 服从 世 俗 的 需要 :而 彼岸 目标 在 一 般 人 的 心 

上 月 中 , 只 不 过 是 此 岩 的 延伸 或 附属 物 。 所 以 , 淮 统 苔 了 中 国人 

的 地 俗 生活 ， 谁 就 控制 了 中 国人 生 话 的 闽 恒 。 中 国人 没有 两 

个 主人 ,世俗 皇权 是 他 们 的 惟一 主宰 。 

关于 中 国 古 代 社 会 政教 合 - -的 特点 ,杨阳 在 4 王权 的 图 腾 

化 一 一 政教 全 一 与 中 国 社会 $ 一 书 中 作 了 这 入 系统 的 羡 述 。 桶 

据 他 的 论述 ,不 忆 商 周 时 期 , 而 用 秦汉 以 后 的 社会 , 政教 合 一 

都 是 基本 的 社会 续 榴 。 这 个 政教 合 一 实际 上 是 国家 :了 教会 的 

完全 重合 ， 是 政教 一 体 化 。 皇 帝 亦 是 教皇 ， 芋 大 去 划 为 教 

士 ， 圣 王 是 其 所 拜 的 图 腾 ， 侍 家 的 世俗 意识 形态 是 其 所 遵 这 

的 教义 ， 人 伦理 想 是 其 终极 目标 .“ 束 个 官僚 体系 害 “ 教 会 

化 " ,国家 各 种 制订 体系 征 "教员 化" ， 王 "也 就 相应 地 害 ̀ 教 呈 

化 "- “器 这 里 所 说 的 “ 教 "是 从 广义 上 立论 的 ,从 理论 形态 上 

指 的 是 世 怡 性 的 人 学 即 侍 教 ， 从 酒 盖 的 人 生 和 社会 生 洒 领域 

的 范围 而 言 指 的 是 社会 的 教化 功能 以 及 对 人 的 内 在 精神 世界 

的 影 啊 和 控制 . 按 我 的 理解 , 它 还 不 是 真正 意义 上 的 宗 载 。 统 

[il 志 阳 :王权 的 图 障 化 一 一 政教 台 一 与 中 国 社会 3 ,新 江上 民 相 题 社 . 2000 年 ， 

第 255 巩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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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的 超 措 俗 信 侧 .规范 的 宗教 生活 .严密 系统 的 教会 法 、 商 诬 

组 织 化 和 具有 相对 独立 性 的 教会 组 织 ， 这 是 西欧 中 世纪 宗教 

的 特征 , 基 中 国人 丑 教 所 不 真 笛 的 。 所 以 我 认为 ,说 中 国 的 政教 

合 - -只 能 就 其 " 政 " 罗 “ 教 "两 种 功能 所 言 是 正确 的 .两 种 功能 

台 一 的 基础 是 中 国 没有 出 现 收 权 与 教 权 结 构 性 的 分 化 ， 是 俗 

权 彻 虑 柄 合 了 教 权 。 

焉 情 教 之 外 ,中 国有 过 真正 意义 上 的 宗教 , 即 佛教 .过 教 、 

全 斯 兰 教 .天 主教 以 及 组 织 化 程度 较 商 的 民间 先 教 等 ,但 在 整 

个 尾 会 络 柳 上 .中国 没有 出 现 西 方 那样 系统 的 教会 与 画家 的 

分 化 ， 即 设 有 形成 基 稍 教会 那样 统一 而 独立 的 教会 组 织 。 最 

和 有 芝 力 的 官方 宗教 异 教 利 间 教 的 组 织 化 程度 和 独立 性 都 是 非 

稍 低 的 ,不 得 不 风 星 于 强大 的 皇权 之 下 求 得 生存 。 某 督 教 和 

会 斯 兰 教 从 境外 移植 来 组 织 化 程度 较 高 的 教会 组 织 ， 但 在 皇 

权 的 丙 压 下 ， 它 们 也 难以 获得 它们 在 国外 的 那 种 独立 性 和 权 

势 。 历 史上 ,它们 或 受 打 击 而 被 驱 着 ,或 被 排挤 到 政治 生活 的 

边缘 。 民 间 东 教 带 党 有 较 强 的 组 织 性 ， 但 也 因 其 组 织 性 而 备 

受 皇 权 的 打压 。 它 常常 与 世俗 政府 处 十 艾 对 状态 ， 没 有 被 整 

合 人 社会 的 合法 结构 中 。 它 对 皇权 的 抵抗 和 制药 一 般 以 非法 

的 概 斌 的 形式 表现 出 来 ， 噶 皇权 也 对 其 采取 绝 不 宽 窜 的 消炎 

政策 。 所 以 ,组 织 化 的 教会 从 未 作为 -- 种 合法 的 社会 组 织 ,对 

星 权 攀 成 制度 化 的 分 割 .平衡 .监督 和 制约 。L0 

这 样 , 中 国 的 皇权 就 处 于 统 御 一 切 的 中 枢 地 位 。 上 自然 与 社 

会 、 天 上 与 大 间 .此 岸 与 伏 岸 .现在 与 未 来 . 崇 教 与 收治 、 精 神 

权力 与 世俗 权力 .道德 权威 与 物质 实力 .教会 与 国家 , 村 成 一 

个 到 维 时 空 的 整体 ， 谭 皇权 是 高 串 其 上 和 贯通 一 切 的 。 没 有 

[1 有 鞠 中 国 古 我 的 政教 关 票 ,参见 抽 作 四 志俊 收治 与 宗教 政和 治 一 中西 政治 冯 

亿 的 两 种 气质 # , 扔 和 多 大 同 .高 建 土 匾 : 并 出 西 收 洛 立 化 儿 较 研究 9, 天津 教育 出 

版 社 . 1993 年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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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 合法 的 组 织 和 极为 能 够 分 割 和 制约 它 的 权力 。!11 旱 着 怒 

是 最 高 世俗 权 感 ,也 是 最 高 精神 权威 ; 姓 足 国家 最 高 首脑 . 也 

是 教会 的 量 高 领袖 :; 既 管理 臣民 的 世俗 的 物 奈 生活 ,支配 人 的 

外 在 世界 ,又 担 负 着 道德 教化 职能 ,控制 着 人 的 内 在 世界 。 实 

际 上 , 在 中 国 古 人 的 心目 中 ,这 两 种 权威 完全 基体 的 ,而 这 

种 一 体 化 是 完全 自然 的 。 

当中 国 古 人 初次 接触 到 主教 时 ， 对 自己 与 天主 教 在 这 一 

点 的 差别 有 了 清楚 的 认识。 明代 耶稣 会 士 来 华 后 ， 已 经 有 人 

膀 膀 地 觉察 到 西方 政治 的 一 个 帘 出 特点 ， 灵 二 元 化 政教 闫 

系 。 黄 景 凡 的 《三 山 论 学 记 序 》 中 恋 到 :“ 天 之 与 帝 ， 明 分 一 

迟 .…… 欧 罗 巴 人 , 国 主 之 外 , 盖 有 教化 主 和 ,其 职 专 以 羡 放 。 

国 主 传 子 ,教化 主 传 贤 ; 国 主 为 君 , 教 化 主 为 是- ”24 康 隐 也 称 

教 晨 为 "教化 王 。  : 些 中 国学 者 在 攻 和 击 天 主教 时 了 岂 紧 盯 住 它 

的 政教 二 元 主 交 ， 因 为 它 在 中 国 是 避 治 上 的 大 只 。“ 据 惩 

五 ， 国 中 君主 有 二 。 一 称 治 基 旺 帝 ， 一 称 教 化 搬 帝 。 是 

一 天 而 二 犁 ,一 国 而 一 主 也 。-………- 哈 去 ! 何 物 妊 责 , 知 世 彼 国 

二 主 之 砍 风 , 乱 我 国 : 君 之 治 统 ?” 631 清官 来 华 天 于 教 教士 与 

.]] 误 类 , 在 皇帝 之 上 还 有 “大 " .但 中 国 上 的 “大 ”对 皇帝 的 管辖 也 延 下 如 基督 入 

的 上 沉 。 “基督 竺 的 上 帝 是 以 干 两 看 身份 出 现 的 上 这 :他 主动 地 创造 了 世界 ， 

他 和 锌 每 个 类 一 个 妃 魂 和 出 班 在 个 点 的 生生 过 程 中 。 双 比 之 下 ,中 国人 的 支 只 

技 一 茧 疝 接 的 片 式 策动 : 它 的 行动 是 这 上 默 铭 ,从 以 察觉 特 和 思 绽 不 断 的 。 "14 

渍 和 附中 国立 化 与 基督 教 的 串 掩 ?》 ,于 厂 等 详 .了 宁 和 抽出 版 社 ,1995 年 ,第 

232 一 233 页 .该 书 的 男 一 个 译本 为 耿 升 译 . 中 辐 占 其 朝 教 ,上海 方 籍 册 蚌 壬 

1991 年 版 。) 天 的 意志 证 育 明 确 二 才 达 出 来, 也 设 有 一 个 位 制 内 的 机 构 机 行 

天 的 性 南 。 所 以 .这 个 去 类 做 于 近 伐 时 方 自 热 神 论 考 的 上 帝 。 

[24 载 徐 宗 评 :明科 阿 耶 计 会 环 译 项 提要 # 着 三 ,中 日 书 局 .1989 年 ,第 153 页 

13] 《 栈 于 质 ? 状 五 ,第 双 页 。 转 引 自 JI. 谢 和 醒 : 攻 中 国立 化 与 此 督 吉 拘 趾 掩 3 , 第 

124.202 页 。 到 ] 雪 世纪 时, 王 和 丰 比较 让 西 政 闹 关系 的 若 异 时 也 称 汪 我 中 国 以 

政 练 散 " ," 素 西 诸 国 攻 以 教 统 政 。 人 粒 园 广 录 外 编 ?》, 郑 1.1883. 1 前 一 个 " 统 " 是 

准 欧 的 ,后 一 个 “ 统 " 却 有 些 管 统 。 妈 果 填 指 西方 国家 基督 孝 传 作 浴 : 切 还 网 

强 说 短 通 ! 王 帮 的 时 代 握 非 如 此 ) ,位 外 果 章 指教 权 红 纱 政权 , 则 与 事实 不 符 。 



皇权 剖 罕 的 直接 原因 是 他 们 拒 钨 拜 筷子 . 球 祖 先 和 餐 拜 皇帝 ， 

而 他 们 这 样 司 是 在 执行 教皇 的 教 令 。 康 照 驱逐 天 主教 教士 的 

行为 在 一 定 意 多 上 也 是 中 国 的 "大 : 扩 " 与 基督 在 尘世 的 代理 人 

之 间 沁 和 夺 ”" 辑 权 ” 的 冲 淆 . 碌 训 拒绝 远方 的 "教化 王 ” 与 他 分 享 

臣 攻 的 忠诚 。 

(323) 教 会 否 设 了 国 索 , 教 可 吸纳 了 民权 

这 类 国家 或 设 有 独立 的 世 众 政权 ,或 世俗 政权 的 权势 

微 妥 ,， 由 教会 直接 尘 担 起 国家 的 职能 ,国家 成 为 教会 负责 

世俗 事 委 的 附属 部 分 。. 汉 圣经 $ 中 记载 的 古代 犹太 人 由 先知 

统治 的 国家 ， 011 稳 军 黑 德 创立 的 煞 斯 兰 教 国家 等 部 属 此 

类 。021 在 这 种 国家 里 ,宗教 领 宙 是 国家 的 最 高 主宰 , 代表 

神 行 使 着 精神 的 和 渤 俗 的 祖 力 。 宪 会 共同 性 首先 是 教会 ， 

其 次 后 是 国家 。 人 的 整个 生活 都 被 赋 子 宗教 意义 , 规范 人 

类 生 酒 的 首先 是 神 的 城 律 和 教会 活 律 , 不 仪 个 人 的 精神 生 

庆 ， 而 且 个 人 人 持 俗 生活 的 每 一 个 细节 ， 孝 受到 军 教 入 威 的 

支配 。 

在 历 忠 上 ,伊斯兰 教 国 家 的 形成 是 有 特色 的 - 它 先 有 教 

会 ， 哲 有 国家 。 教 会 佳 发 展 过 程 中 逐步 创立 了 负责 世俗 事 

务 的 权力 机 板 ， 即 国家 。 稳 年 软 德 量 初创 立 的 人 情 斯 兰 公 社 

“ 岛 翅 《ummaiy 首先 是 一 个 依 徒 的 男人 栖 ， 妈 教会， 但 同时 也 

犁 担 着 社会 政治 职能 ， 姜 实际 上 是 未 教 组 织 与 政治 组 织 的 

1 训 丫 到 3 所 记载 的 我 太 人 国家 实行 巧 教 全 一 。 狐 杰 上 能 各 史 分 两 种 权力 , 即 精 

昼 【 宗 教 1 行 为 { 站 献 将 1 和 政治 ! 忆 符 ) 行 为 1 如 打败) ,但 他 们 淮 有 在 掌 手 两 种 

权力 赚 行 翰 种 职能 的 人 之 问 必 出 明确 的 区 分 。 他 1 早期 的 力 袖 是 法 宇和 上 先 

得 ,在 全 王 后 两 种 要 力 才 在 赶 己 的 大 送 间 闻 所 区 分 ， 

[2 在 于 个 世纪 50 年 代 前 ,我 国 西戎 的 地 方 政权 也 是 护 这 个 模式 建立 的 . 不 过 它 

不 基 在 国家 一 级 , 认 其 在 地 方 一 级 。 赴 梅 尼 时 伐 的 仙 朋 国家 是 这 种 异 臣 的 一 

个 现代 类 型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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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一 .0 如 L. 李 普 芝 所 指出 的 .伊斯兰 教 创 教 之 初 ,其 创始 人 

就 确定 了 画 和 菜 原 则 ;一 是 俩 斯 兰 教 不 仅 是 条 教 权 威 而 且 是 世 

俗 权威 的 源 果 ; 二 是 管理 人 们 事务 的 统一 尹 量 大 俯 信 而 不 是 

部 落 - “二 由 穆罕默德 当初 确立 的 这 种 政 烛 关 系 ,使 俩 斯 基教 

国家 形成 神权 与 众 权 完全 融 为 - 体 的 上 收治 模式 。 “由 于 先知 

同时 启示 了 宗教 和 人 划 立 了 国家 ， 他 的 后 人 如 果 不 背 叛 他 的 出 

下 , 便 不 能 将 这 两 大 区 分 开 来 。 ”3 

后 世 的 险 里 发 国家 情 训 有 上 所 变化 ， 国 家 的 茅 能 有 有 所 加 

强 。 在 古代 伊斯兰 教 国家 , 既 症 有 纯粹 的 性 从 专制 .也 不 是 由 

型 的 僧人 得 政治 ,而 是 “ 教 法 统治 "。 神 的 权威 是 所 商 权 威 ,君主 

是 它 在 侍 世 的 代理 人 ， 而 体现 神 意 的 般 斯 兰 教 法 是 国家 的 根 

本 法 。 国 和 参 被 视 为 监督 实现 神 意 的 工具 ， 作 为 解释 教 法 权威 

的 神学 家 们 式 担 产 为 世俗 社会 制定 准则 的 职责 。 立 法 不 屋 国 

家 的 职能 ,因为 ( 神 ) 法 先 于 国家 ,而 不 是 国家 的 创造 。 国 家 的 

任务 不 过 是 将 争 斯 兰 法 宽 证 的 法 律 原 则 具体 化 。 所 届 ， 人 在 这 

种 国家 里 只 有 三 种 权威 : 哈里 发 .伊斯兰 社团 和 信仰 的 保卫 

者 ; 乌 里 玛 , 负 责 查 出 罕 教 一 一 法 律 方面 的 意见 :法定 ., 根 据 宗 

教 法 处 理 纪 纷 。 它 不 承认 教会 与 国家 、 精 神权 力 与 世俗 权力 

的 任何 分 商 。141 

H. 引 勒 在 比较 了 本 方 与 恨 斯 兰 教 国家 政教 关系 模式 后 

指出 :亚洲 社会 “它们 整个 文化 明显 地 建立 在 宗教 基础 士 , 并 

[1 我 们 可 以 将 贰 斯 兰 堵 与 佛教 相 比 ,上 冬 迎 件 尼 创立 的 信人 务 国 位 十 纯粹 多 宗教 

组 雇 , 从 省 育 锯 揭 国 家 的 世俗 职能 

121 帮 蕊 斯 ， 率 痊 冯 :伊斯兰 教 与 穆斯林 世界 ?, 陈 立 后 . 英 盔 译 , 新 优 册 版 社 ， 

1985 年 ,第 和 9 责 . 

1「3] 。 女 hasaan 六 alum ，ctdi - ，JDemperaey 用 站 ini Termperig 了 Te 拓 erpetF ore 二 P 

村 下 or 上 -6 .Taura Publishera， 1l994,p,3. 

[4] 有关 和 煞 斯 兰 国 家 政教 关系 的 从 析 和 参见 拙 著 训 当代 世界 的 民主 化 浪 洁 2， 去 定 

上 灵山 版 社 199 年 ,第 304 一 306.328 页 。 



用 更 彻底 地 征 守 教 所 浴 透 。……… 贫 斯 兰 教 在 这 方面 可 以 说 是 

亚洲 传统 的 进一步 发 展 。 因 为 它 存 - -种 高 级 宗教 基础 上 成 

长 . 这 种 军 教 统治 了 整个 生活 方式 ,甚至 穿 在 吃饭 的 细 市 , 许 

多 发 牛 在 由 部 的 分 裂 和 利益 种 突 :都 没有 导致 持久 的 努力 ,以 

使 其 会 开 从 守 教 权威 下 得 到 独立 。 ”上 呈 晶 廷 顿 在 和 共 析 供 斯 兰 

教 文 化 与 氏 主 的 关系 时 也 指出 :和 册 斯 兰 教 拒 侈 在 条 教 共同 体 

当下 褒 共同 己 之 间作 任何 划 芬 。 因 此 ， 和 在 已 撒 上 辞 之 间 设 

右 半 衡 ”，L21 

(3) 教 权 与 王 梳 相 互 分 离 、 各 自 独 立 、 相互 平 衡 的 一 元 化 

模式 

这 是 中 世纪 西欧 基督 教 ( 天 主教 } 社 会 形成 的 政教 关系 模 

陈 。 在 占 代 文明 中 , 除 两 欧 外 :只 有 印度 接近 于 这 个 模式 。 这 

种 模式 的 特征 在 上 ,在 一 个 统一 的 社会 共 问 情 内 ,出 现 了 教会 

与 国家 竺 构 上 的 二 元 分 化 ,从 一 个 角度 看 它 是 国家 ， 岂 星 责 

或 国 干 统治 着 教 俗 类 人 群 , 即 主教 和 一 般 教 十 ,贵族 和 其 他 

臣民 , 当然 , 如 前 面 已 经 谈 到 的 , 世俗 权力 对 教士 的 统治 是 有 

条 件 的 ;: 从 另 -… 个 能 度 看 , 它 艾 是 教会 , 由 教 旦 领导 着 教 俗 两 

界 基 叔 徒 , 即 电 主教 和 其 他 教士 等 弓 成 的 神职 人 员 ,以 及 其 余 

平 信徒 , 包括 星 帝 ( 国 二 ) .贵族 和 平民 等 。 在 这 个 共同 体内 ， 

教 七 团体 按 教 阶 制 原则 严密 地 组 织 起 来 ， 取 得 相对 独立 的 地 

位 , 精神 权力 与 世俗 权力 、 教 权 与 王权 实现 了 分 化 ,两 者 的 关 

系 不 是 父 在 其 他 阔 家 那样 趋 于 一 种 极 并 的 解决 ， 一 方 完全 香 

没 吉 压 侄 刀 … 方 ,而 是 茹 相互 依存 、 相互 奖 广 , 艾 苔 日 独立 , 相 

【1 Herhert 本. Maller ，Freetiom 庚 半 ee 仙 erperm 全 or 刘 ， 后 om 二 站 ar Eng 囊 三 ie 

了 etcharcyy bp ,3 24， 

[12 察 尘 尔 ' 京 延 恩 攻 第 二 小 一 一 加 世纪 后 期 员 主 化 淮 部 》, 刘 军 宁 评 ,上 半 二 取 

书店 ,1998 年 ,第 371 贞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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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大 娄 少 上午 

本 

互 平 行 、, 对 立 .平衡 与 制约 , 保持 一 定 程度 的 紧张 伺 又 不 至 冤 

全 破裂 。 两 个 权力 体系 形成 了 各 自传 统 的 相对 稳定 的 控制 领 

域 , 由 此 怀 把 人 的 生活 分 成 呵 个 部 分 , 一 部 分 由 教 权 控 制 , 一 

部 分 由 主权 控制 。 
一 二 TD -十 5 卫生 

政教 区 系 的 三 种 模式 

sa, 人 权 吞没 了 教 拟 日 . 救 权 和 于 没 了 俗 权  , 教 权 与 俗 权 分 高 与 关 立 

皇帝 

宗教 生活 ”人世 坎 生 向 ”宗教 目 活 世 从 生活 宗教 生活、 世俗 对 疾 

这 种 独特 的 政教 关系 模式 对 西方 自由 主义 的 形成 有 什么 
意 艾 吡 ? 

在 前 遇 种 模式 中 . 一 种 是 世俗 的 极权 政治 ,一 种 是 极端 
| 的 神权 政治 。 它们 的 共同 特征 在 于 ,社会 组 织 是 一 体 化 的 , 政 
| 治 权 力 体 系 是 一 元 化 的 ,个 人 的 社会 角色 是 统一 的 ,个 人 的 
生活 表现 为 一 个 完整 的 整体 。 也 就 是 说 , 个 人 的 整个 生活 都 
受 一 个 权威 的 控 制 , 这 个 权威 既是 精神 权威 , 又 是 世俗 权威 ; 
既是 教会 权威 ,又 是 国家 权威 。 从 而 使 亡 具 有 无 限制 的 压迫 
力量 和 对 个 人 无 孔 不 人 的 控制 手段 。 它 也 使 个 人 软弱 无 助 ， 
没有 任何 手 盘 可 以 抵御 国家 或 教会 权力 的 控制 、 于 预 和 侵 
犯 ,也 没有 尾 何 方式 可 以 逃避 它 。 在 他 与 压迫 者 间 , 设 有 第 三 
者 可 以 诉求 。 他 的 全 部 生活 ,包括 精神 生活 和 世俗 生活 ,甚至 

| 生活 的 细节 , 都 受 一 个 无 所 不 在 的 权威 的 任意 支配 。 而 这 个 
权威 没有 裤 其 他 权力 所 分 散 、 分 解 , 不 会 遇 到 有 组 织 的 竞争 、 
制度 化 的 制约 ， 也 不 全 到 任何 认真 的 争议 ， 表 现 为 一 种 天 然 
的 权威 。 它 专断 .任性 , 无 限 膨 胀 ,个 人 在 它 面前 被 压缩 到 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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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和 堆 的 程度 . 

所 以 ,在 这 两 种 模式 中 ,由 于 设 有 教 权 与 众 权 间 的 张力 与 

竟 争 .结果 社会 处 于 死 虹 状态 ,缺少 创造 性 活力 的 源 果 .R. 继 

蔓 培 :伊斯兰 教 在 条 教 上 是 “成功 的 ”得 它 " 林 利 才 月 由 的 成 

长 "。L 布 赖 斯 认 光 .东野 当 毅 国 油 有 西方 那 种 央 下 大 的 原则 

冲突 而 激 起 的 振 译 ,人 民生 活 中 化 少 郑 识 和 精神 性 的 因素 , 缺 

少 活力 各 激情 ,这些 都 “ 颁 大 地 归 因 于 东风 与 者 主 置 于 东方 大 

主教 受 其 主教 们 头 上 的 那 只 沈 重 的 手 。 ”12 由 于 国家 或 教会 

的 权力 没有 限制 ， 丰 这些 文 化 中 都 汶 有 形成 国家 权力 有 限 的 

观念 ， 个 人 也 没有 和 任何 自由 的 空间 。 一 在 当代 学 者 在 移 到 恨 

国 了 时 说 :“ 辑 里 从 屋 有 出 现 过 政治 权威 与 撩 教 权威 的 冲突 ,时 

致 城市 希 放 的 教皇 与 帝国 的 冲 宽 ， 比 俗 和 宗教 权力 同志 方面 

的 齐 上 是 ,是 绝对 不 会 发 生 的 。 公民 社会 受到 抽 制 和 窜 量 ,个 大 

主 尽 狂 于 整体 化 社会 的 边缘 。 ”53 

一 般 人 容易 将 教会 视 为 单纯 的 黑暗 势力 和 轧 昧 的 守护 

神 。 俱 化 们 忽视 了 ,教会 在 占 代 社会 还 守 咏 着 人 的 内 在 让 竹 ， 

抵御 世俗 国家 的 侵犯 。 宗 教 是 人 类 严酷 的 世俗 生活 的 时 和 藉 ， 

也是 残酷 的 世俗 对 政 的 避难 所 。 它 还 可 以 成 为 警 甬 和 上 改造 考 

俗世 界 的 神圣 力量 。 对 于 古代 政治 权力 的 专制 ， 腐 败 和 励 限 

和 张 来 详 , 教 会 能 够 成 为 对 它 的 制约 和 监督 力 基 。 焉 然 ,部 会 

会 成 为 - -种 压 追 的 力量 ,但 如 果 教 权 与 和 众 税 分 离 ,是 种 压迫 

放量 训 全 短 到 三 要 ， 并 在 ̀- 定 程度 上 互相 托 销 , 而 酚 兰 合 流 ， 

则 上 讨 追 力量 会 无 限 强大 。 所 以 自由 主 区 者 阿 克 申 认 为 古代 

[1 Herbert 于 ,ulliecrz ， Preedorr 只 二 er 民 rssern 全 or 加 玫 om IE TDork gcz 可 se o 

Jecraey .站 34. 

[2] 六 贿 斯 : 布 帧 斯 区 神圣 蜀 瑟 帝国 ,第 291 一 292 不. 

131 SEE touehr ， 了 he 鲜 2siermastirbbr it 有 e 印 加 ，trarts ,全 DaternHry Weorria 。 了 PiTyY Treea ， 

1936，p .29， 

一 

屁 想 泪 F 划 可 带 填 ” 干 入 

31] 党 



器 j ”3 

国家 的 非 亚 就 在 政教 合 一 ” ,宗教 与 政 褒 不 分 。 娩 月 出 证 

尽 思想 家 贡 斯 当 则 极力 推 这 未 教 对 所 由 的 意 尖 。 他 认为 ， 宗 

教导 “人 类 尊严 的 基础 ,是 从 现在 走向 林 来 , 洁 拓 起 辐 头 党 的 

吁 求 . 基 一切 被 压迫 者 竺 任何 情 总 下 的 神 对 后盾 ,是 受 击 的 矶 

台 者 与 被 践 鹭 的 弱者 的 最 后 项 望 " 0 

在 西方 .这 种 持续 上 于 年 的 一 匹 化 政教 关系 属 世 在 人 

们 深层 心理 上 积 证 为 一 种 根 深 蒂 沿 的 意识 ， 即 国家 的 权力 

是 有 限 的 。 无 论 挫 历史 传统 上 还 是 以 贱 子 国家 的 理 伦 上 的 

地 位 来 说 ,国家 权力 不 可 能 屋 绝 对 的 、 无 所 不 人 在 的 、 万 能 

的 , 国家 权力 只 与 人 的 -部 分 生活 有 关 , 并 且 只 与 价 作 上 较 

低 的 那 部 分 在 关 - 个 人 生活 还 有 一 部 分 一 -这 是 个 人 更 为 下 

袖 的 部 分 一 一 国家 则 大权 二 预 。 这 种 观念 也 许 是 基 营 教 对 人 

类 政治 思想 最 重要 的 页 献 。 我 们 看 到 ， 上 尽管 日 由 主义 思想 罕 

稼 猛烈 攻击 基督 教 教会 避 其 神学 ， 但 却 把 这 一 信念 接 党 了 下 

来 国家 权力 的 有 根性 得 到 确认 ， 人 不 是 因为 |- 帝 的 有 限 授 

权 ， 机 蚌 人民 的 有 限 授 税 。 人 民 员 将 他 们 过 共同 的 社会 生活 

所 必需 的 最 惰 限度 的 公共 权力 授予 了 国家 ， 上 所 以 国家 也 只 能 

革 有 这 部 分 权力 。 瑟 不 能 够 想 干涉 什么 就 干涉 什么 。 饮 受 国 

家 干预 的 不 仅 是 人 类 的 衬 教 生 话 ， 而 是 包括 了 宗教 生生 的 一 

系列 个 人 权利 。 这 些 权利 被 锡 为 " 上 然 的 , 即 与 生息 来 的 ,本 

大 的 眼 然 存 在 联系 在 -一 起 的 ， 是 人 的 本 性 的 要 求 。 大 们 建立 

国家 后 ,并 瀑 有 将 这 些 权 利 交 给 国家 ,而 是 保留 在 日 己 手 中。 

它们 是 神圣 不 可 侵犯 的 。 正 是 这 些 个 人 人 权利， 构成 国家 权力 

的 绝对 界限 。 在 日 由 主义 那里 ， 个 人 权利 取代 了 教会 权力 叮 

成 为 国家 权力 的 解毒 剂 和 无 限 影 胀 的 障碍 。 

所 以 ， 正 是 上 和 帝 的 物 到 近代 演变 为 个 人 的 物 和 社会 的 

[11 邦 雅 整 ， 页 斯 当 相 古代 大 的 白 由 与 现代 和 的 月 由 交 , 第 187 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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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。 基 督 邢 的 原则 " 悦 撒 的 物 归 人 恺 撒 , 上 冰 的 物 昭 上帝 ” ,已 经 

演变 为 “个 人 的 物 归 个 大 , 政府 的 物 归 政府 "。 作 为 日 由 主 交 

基石 的 个 人 权利 是 基 藻 教 二 开化 权力 性 系 的 文化 遗产 ， 也 是 

上 帝 留 给 人 世间 的 中 物 。 对 此 学 者 们 的 认 说 是 祖 当 致 的 。 

唐 特 雷 佛 认 为 :“ 被 认为 应 该 由 国家 证 教会 处 理 的 事情 , 恰好 

就 是 近代 大 衣 斗 了 括 霹 年 市 方 求 吏 教会 和 国家 加 昼 干 预 的 

事情 - “和 11 萨 莉 因 指 出 :“ 如 采 伦 型 的 和 宗 邢 的 体制 不 民 被 认 

为 大 蛋 上 独立 于 并 企 重 昔 性 方面 超过 国家 和 法 律 的 实施 ， 那 

就 很 礁 想 像 自 由 能 起 到 它 在 欧洲 政 膏 思想 中 所 起 的 作用 

了 -。“ 如 果 没 有 中 世纪 宗教 自治 和 宗教 白 由 信念 的 “残存 物 ”， 

“ 则 关于 全 大 秘 生 话 和 上 日 由 的 现代 思想 束 几乎 是 无 法 理解 的 

了 ”。021 有 另 一 世 当 代 学 者 享 延 慑 在 三 种 模式 的 比较 中 得 出 了 

同样 缮 论 :“ 除 西方 文明 外 , 只 是 在 印度 文明 中 才 有 做 教 与 政 

治 如 此 明显 的 分 离 。 在 邮 斯 兰 教 中 ,上 帘 即 明帝 ;在 中 国 和 日 

本 , 星 帝 即 上 帝 : 芷 东正教 中 ,上 各 是 旺 帝 的 小 傣 伴 31 和 必 为 

西方 文明 象征 的 教会 与 国家 之 同 的 分 高 和 一 再 出 现 的 冲突 ， 

在 其 他 文明 中 并 不 存在 。 这 种 权威 的 分 裂 板 大 她 有 利于 西方 

自由 的 发 展 . ”44 

3 从 上 帝 的 物 到 个 人 的 物 : 历 史 的 轨迹 

上 和 帝 的 物 如 依 变 成 了 个 人 的 物 ?这 再 要 历史 地 考察。 

毫 无 疑问 ， 中 世纪 的 人 并 没有 享受 到 近代 人 的 权利 和 白 

[1 唐 特 雷 佛 为 4《 阿 秦 那 收 洁 著作 选 4 英 译 椒 写 的 序 , 珂 刻 那 政治 著作 选 ?第 对 

页 。 

[2] 乔治: 萨 天 因 交 丈 入 党 说 史 ) ,第 128 .239 一 240 页 。 

131 全 国 著名 无 政府 主 关 者 巴 四 林 在 描述 诛 皇 的 无限 损 力 时 说 ,他 的 地 世 - 只 二 

过 梢 筒 比 后 帝 人 慨 一 点 "- (名 析 宁国 家 制 衣 和 无 政府 状态 # .第 229 球 。) 

14] 着 于 尔 ' 享 延 痢 区 妇 刚 的 冲 兖 与 扯 界 秩序 的 重建 ,第 6 页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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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 灿 动 上 人 夺 

人 七 闻 TPF- 互 

出 。 教 会 争取 的 自由 不 等 于 信徒 个 人 的 自由 .国家 不 加 干预 

的 部 分 被 教会 牢 牢 地 控制 着 ， 而 教会 对 信徒 精神 牛 活 的 强制 

往往 是 通过 国家 政治 权力 的 支持 实现 的 。 教 会 以 忆 俗 的 手段 

在 尘世 间 行 使 上 帝 的 权威 ， 其 对 个 人 权利 和 自由 的 上 讨 制 和 推 

残 往往 远 基 于 纯粹 的 世俗 权力 。 中 世纪 的 人 只 荐 在 国家 和 教 

会 的 并 存 与 竞争 中 ,多 了 一 些 选择 和 判断 的 自由 。 

然而 到 中 世纪 末期 , 随 着 中 央 集 权 的 民族 国家 的 彤 成 , 教 

会 的 权力 开始 套 落 ,教会 对 个 人 的 控制 力 开始 松弛 。L0116 让 

纪 的 宗教 改革 ,给 救 会 以 致命 的 : 击 。 它 否定 了 教会 作为 个 

人 与 上 帝 之 间 中 介 的 作用 ,121 把 得 救 的 命运 完全 交 给 信徒 白 

己 。 从 此 使 个 人 从 教会 的 控制 下 开始 解放 了 出 来 。 这 是 上 闪 

的 物 转 为 个 人 的 物 的 第 - 步 。 

新 教 将 从 教会 那 蜂 取 来 交 给 个 人 的 物 主要 是 信仰 的 权 

利 , 它 既 不 许 教会 侵犯 ,也 不 许 国 家 你 指 。 路 德 在 否定 教会 权 

力 的 同时 , 也 规范 了 世俗 权力 的 限度 。 他 认为 ,“* 属 世界 的 政 

府 所 有 的 法 律 ,只 及 于 生命 .财产 和 世界 上 外 夫 之 事 。 至 于 灵 

王 , 只 受 上 帝 统 治 。" 而 上 帝 也 愿意 让 每 个 人 自己 管理 , 不 需 

他 大 干预。 所 以 信 虱 不 能 屈从 于 法 律 ， 世 俗 权力 也 无 权 为 灵 

玉 立 法 。 俗 世 的 政府 若 要 为 灵魂 制定 法 律 ， 就 侵犯 了 上 帝 的 

统治 ,会 将 灵魂 引 人 歧 途 并 册 以 毁灭 。0 也 就 是 说 ,世俗 权威 

只 由 及 人 的 外 部 事务 ,人 的 内 存世 界 属于 他 自己 -“ 每 个 人 都 
对 他 自己 的 信 休 负责， 他 必须 为 子 自 己 而 关照 他 认为 正确 的 

[1 14 世 达 初 马 西 略 将 教会 和 国家 祷 沪 两 个 独立 的 实体 ,但 他 以 国家 因由 心 , 尾 

教会 神 为 国 宕 的 辅助 性 工具 , 这 殖 示 了 格拉 和 修 斯 原则 的 和 货 续 和 世俗 让 权 七 家 

酉 本 的 出 现 。 电 和 许 出 于 这 原因 .他 得到 教会 方面 的 痛恨 , 教 早 称 他 为 “亚麻 之 

了 "了 亚 的 人 ”所 和 布 异 痊 中 最 环 的 ”。10Ulimann ， Uedaeenaf Poplaaral Jeouk 司 ， 

吕 .205.》 

(21 根 并 足 德 肌 其 氨 随 考 的 十 二 , 翰 会 不 过 是 仿 定 的 集会 。 

131 略 德 迁 所 》 上 1) ,第 450 贞 。 



传 伸 :,，“ 教 会 不 关 卜 治 的 璐 ,而 国家 也 不 关 录 忻 的 事 ，!0 了 路 德 

造 责 世俗 统治 者 “要 代 和 奉 上 帝 , 控 制 人 们 的 良心 和 信 侧 " 的 “ 悟 

越 “ 和 为。 坚持 人 的 灵 昕 只 受 上 这 引 领 , 如 果 由 人 来 指导 , 就 

是 “及 了 了 领 栈 子 "。 每 个 人 对 月 已 的 被 岸 命运 负责, 承担 自己 

的 选择 后 果 ,别人 无 权 代 记 :. “人 的 制 嵌 决 不 能 扩张 它 的 权力 

到 天 国 和 灵 吏 方面 ， 它 是 仅 属 于 让 界 ， 和 人 与 人 间 外 表 的 交 

际 . “有 爱 不 在 已 撒 的 权力 之 下 。 仙 撒 对 录 融 既 不 能 教训 ,又 

不 能 领导 ; 既 不 能 妈 天 ,也 不 能 存活 : 既 不 能 捆 纪 ,也 不 能 释 

放 ; 既 趟 能 审判 ,也 不 能 定罪 。”53] 

但 是 ,新 教 在 将 信 俐 的 权 和 完全 交 给 个 大 的 同时 ,又 如 强 

了 国家 的 权力 。 它 把 整个 外 部 赴 界 和 世俗 领域 喷 全 交 给 国家 

去 支配 ,包括 宗教 生活 的 外 在 方 硬 。!131 这 样 , 它 就 轻 解 放 了 个 

大 ， 也 解放 了 和 世俗 国 和 家; 既 如 国 了 个 人 良心 的 堡垒 , 又 扩张 了 

国家 的 领地 。 在 这 方面 ， 新 教改 革 继 承 了 马 西 略 一 派 人 的 事 

业 ， 也 将 中 世纪 未 期 以 来 教 权 误 落 而 民族 国家 地 位 上 升 的 历 

史 趋势 推 向 顶点、 个 人 权利 的 促 张 和 国家 权力 的 腾 胀 两 面 夹 

击 , 将 教会 通 出 了 权力 悼 制 的 核心 ,从 而 建立 了 个 人 与 国家 两 

极 直 接 的 二 元 对 立 。 这 样 ， 中 世纪 教 权 与 王权 的 对 立 转变 为 

近代 个 人 与 国家 (政府 } 的 对 立 ,由 于 失去 了 教会 这 : 层 屏 障 ， 

个 人 恒 凸 显 在 与 国家 对 立 的 前 视 ; 设 有 了 教会 的 监护 ,个 人 便 

需要 独立 面 对 国 家 。 并 且 ， 新 教 一 般 只 沼 认 信徒 个 大 内 在 信 

你 的 自由 ,但 外 部 的 宗教 生活 却 是 国家 权力 的 领域 ,世俗 统治 

者 成 为 教会 的 主宰 。 为 新 教 所 认可 的 “ 教 随 赎 定 "原则 使 世俗 

政府 能 够 建立 国教 .强行 规定 臣民 的 宗教 归属 ,干预 宗教 生源 

【1 See Juhn 下 heenberg ，fipal Saorsetr，7Re Tree 站 Btory 如 Je ， 阿 sw urk 

Unmiveraity ,1 999 PP .7 . 

[zl1 《路 德 吉 提 4 和-E) :第 464 页 。 

{3a] 各 册 它 的 依 昼 放 主 苦 十 人 的 自 赴 ,但 闹 都 的 表 上 地 要 服从 十 俗 主 权 青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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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外 在 方面 。 这 样 便 加 剧 了 个 人 与 国家 的 冲 完 。 

由 此 看 来 ,新教 政 革 攻 促 进 了 个 人 的 成 长 ,又 推动 了 王权 

的 扩张 。 电 于 教会 权力 的 训 落 ， 世 俗 国 家 摆脱 了 上 千年 来 有 

力 的 竞争 者 和 监督 者 , 它 开 始 摆 取 传统 上 属于 教会 的 地 霓 , 企 

图 实现 对 个 人 的 全 面 控制 。01 近代 切 期 的 几 代 政治 思想 家 ， 

以 马 基 雅 厚 利 、 布 闫 、 格 老 秀 斯 到 赴 布 斯 等 ， 都 吉 惧 君权 至 

上 =。 他们 为 民 旋 国家 的 集权 芒 制 进行 论证 时 ， 儿 平 都 把 主要 

下 头 指 阿 教会 的 权力 -2 他 们 甚至 将 决定 臣民 宗教 的 权力 赋 

子 国王 。 

在 外 布 斯 那里 , 我 们 看 到 对 奉行 上 千 针 的 “格拉 修 斯 原 

则 的 彻底 超越 。“ 世 俗 政府 和 精神 政府 "的 区 分 被 斥 为 英 诞 

不 经 ,13 同一 个 共同 体 , 既是 教会 又 是 国家 , 因为 他 们 的 成 

员 既 是 人 又 是 基督 对 ,但 这 个 共同 体 只 有 一 个 权威 , 即 世 俗 

的 主权 者 。 实 际 上 , 恩 布 斯 是 以 世俗 国家 吸收 了 教会 ,将 教 

松 融 人 愉 权 ， 两 者 合并 为 一 个 国家 主权 ， 主 权 者 同时 成 为 

“惟一 的 牧 者 之 长 ”04 在 他 那里 ,世界 上 根本 不 存在 两 种 平 

行 的 权力 , 所 有 强制 性 的 权力 ,包括 发 布 命 令 、 实 行 审 判 、 

定罪 、 惩 罚 的 权力 等 只 能 属于 一 个 主权 者 ， 即 属于 国家 而 

星 下 评 悍 也 .是 有 ia 下 出 min5 ma 学 去 

癌 肥 二 凤 卫生 一 

[tl 在 世俗 后 话 羽 面 . 同 家 幅 力 还 穿 衣 了 寻 能 屏 库 , 糙 相 力 舟 佣 直 接 伸 向 个 大 。 

[2] 这 也 此 一 个 制 男 说 明 ,教会 的 权 廊 是 抵 笨 或 分 散 国 家 权力 的 主 最 力 题 ， 

13 “精神 栈 府 ”(ahimntual goverent) 在 黎 直 复 的 中 译本 中 译 为 "性 灵 政 府 *, 这 里 

为 与 全 书 用 请 一 致 ， 据 Edwm Corley 编 的 美 立 版 本 改 评 ，[Pdwin Curey ed ， 
Petteiham ， Inqdianapeojlia” TDParnbrdge: 1acketr Publishing 已 omhany ，Ine,，，1994， 

P.316.1 

[434] 《 利 准 坦 #? 首 版 封面 的 山 版 面 表达 了 册 俗 横 汶 证 慎 的 政教 音 - 一 册 起 : 象 皇 可 

国家 的 妃 上 大头 藏 王 冠 ,左手 持 条 征 教 授 的 权 枝 .于 持 参 重 上 权 购 利 鹿 . 在 此 

下 谅 ， "系列 教 权 与 俗 权 的 和 银 征 物 两 两 相对 : 教 土 与 城 属 ， 主 教 法 冠 与 公 峡 

冠 , 东经 与 大 均 , 宗教 论 噬 的 了 有 具 与 几 争 的 武器 , 种 学 治 战 的 通 而 与 战争 的 

场面 ， 它们 都 统 弛 才 强大 的 利 堆 坦 的 权力 之 下 。 所 以 在 图 夯 的 上 方 赫 冰 写 

| 道 注 根本 下 存在 超 直 现 存 国 家 的 权力 .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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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是 教会 。 教 十 的 职责 是 劲 服 人 们 信仰 基督 ， 无 权 发 号 施 
令 和 通过 强制 与 悉 罚 使 人 服从 。 甚 至 教 仿 “ 颁 赐 比 生 命 更 
高 的 奖赏 、 施 加 比 死 亡 更 重要 的 惩罚 ”的 权力 一 一 即 教会 
所 称 的 摘 顷 与 释放 之 权 一 也 裤 否 定 耻 ,“ 在 今世 之 中 ， 除 
了 世俗 政府 之 外 , 不 存在 其 他 国家 的 或 宗教 的 政府 ; 也 没有 
国家 兼 教会 的 统治 者 所 禁止 传 播 的 任何 教义 能 对 作 何 人 民 
是 合法 的 。 这 统治 者 只 能 有 一 个 , 否则 在 一 国之 内 ,教会 与 
国家 之 间 , 精神 党 人 与 世 殿 党 大 之 间 , 以 及 法 律 之 全 与 信仰 
之 盾 之 间 就 必然 会 随 之 出 现 党 争 和 内 战 , 比 这 更 烛 的 是 , 在 
每 一 个 基督 徙 心中 都 必然 会 随 之 出 现 基 冰 徒 与 人 之 阳 的 冲 
充 。 2:T1] 

然而 蛋 布 斯 把 人 的 内 心 世界 仍然 留 给 了 个 人 。 因 为 “ 信 
优 是 上 帝 的 赐予 ", 示 仅 教会 不 能 强迫 , 主权 者 对 之 也 无 能 为 
力 。 主 权 者 诚然 可 以 为 了 国家 的 安全 而 干预 宗教 问题 ， 信 第 
受 主 权 者 的 强迫 也 可 违心 地 作出 表白 ,但 * 心 中 坚守 基督 信仰 
的 基督 徒 * 却 仍然 是 自由 的 。 只 要 保持 沉默 ,信徒 就 有 自己 的 
信仰 自 昌 ,但 信仰 的 公开 表 自 却 需 服从 主权 首 。 根 据 霍 布 斯 
的 解释 ， 他 违心 作出 的 行为 不 是 他 的 行为 ， 而 是 主权 郑 的 行 
为 。0 这 样 , 霍 布 斯 在 承认 主权 者 在 宗教 问题 上 有 权 实 行 强 
制 的 同时 ， 也 确认 强制 权力 对 人 的 内 心 世界 是 无 效 的 。 斯 窒 
诺 莎 也 持 这 种 思想 。 他 一 方面 赋予 统治 者 无 限 的 权力 .包括 
“宗教 之 权 ”, 但 这 种 权力 仅 涉 及 宗教 的 外 在 方面 ,不 涉及 其 内 
在 方 而 。“ 内 心 对 上 帝 的 崇拜 与 敬 神 本 来 属于 每 个 人 的 秘 权 ， 

[Ti 量 布 斯 :二 利 堆 地 ,第 373 一 374 页 。 原 译文 才 半 头 不 和 清 李 之 处 ,作者 根据 Ed- 

win Cnorley 编 的 英 误 上 改 译 。 桔 布 匠 这 个 基 蔚 政 教 太 权 的 “ 利 维 坦 ” -问世 .人 恒 

可 到 矿 琵 的 凡人 已 ,人 姓 它 在 卢 忆 那 里 却 得 条 富 育 : 产 或 特别 味 许 量 布 斯 “把 唐 的 

两 个 头 重 新 结 侣 在 一 起 "的 政 洁 证 计 。 (大 见 卢 机 区 社会 钢 铭 论 了 ,第 176 出 。) 

【21 重 布 斯 区 利 稚 坦 * .第 397 一 400 丰 。 

一 和 

- 所， 坦荡 油 上 六 灿 苦 玫 斑 十 二 上 川 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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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注 于 灿 二 韩 

可 

是 不 容 让 与 别人 的 。"10 

霍 布 斯 和 斯 宾 诺 落 处 于 自由 主义 形成 时 期 ， 他 们 的 态 虫 
使 命 是 刊 夺 教会 控制 人 们 宗教 事务 的 权力 ， 不 过 他 们 将 教会 
的 外 部 权力 不 是 交 给 个 人 ,而 是 交 给 了 世俗 国家 。 基 督 圾 的 二 

元 主义 权力 体系 的 观念 被 抛弃 了 ， 但 内 在 世 民 与 外 在 世界 一 

元 区 分 的 观念 却 被 保留 下来， 教会 控制 的 人 的 内 在 世界 被 留 
给 了 个 人 。 从 这 里 我 们 也 可 以 见 到 基 芝 教 传统 的 顽强 作用 。 

由 于 近代 教会 被 罚 出 权力 中 心 ， 使 教会 的 传统 领地 被 个 
人 与 国家 所 成分 。 结 果 , 在 一 边 , 是 完整 的 国家 主权 ,在 荔 - 
边 ,是 完整 的 个 人 。 从 此 ,个 人 取代 教会 站 在 了 国家 权力 的 对 
立 面 ,抵制 国家 权力 扩张 的 不 再 是 "教会 自由 "的 要 求 ,而 是 对 
个 人 自由 和 权利 的 伸张 。 新 教改 革 家 、 霍 布 斯 各 斯 宣 诺 范 都 
将 规范 外 部 宗教 生活 的 权力 交 给 国家 ， 而 将 内 在 信仰 的 权利 
留 给 个 人 ， 结 果 带 来 外 部 行为 与 内 在 信仰 的 紧张 与 冲 罕 。 冲 
罕 的 结果 导致 完整 的 宗教 自由 的 获得 。 

新 教 思 想 家 和 起 布 斯 改造 了 传统 基督 教 的 教 权 与 王权 的 
二 元 论 ,将 其 变 为 个 人 与 国家 的 二 元 论 ,从 而 构成 向 自由 主 艾 

二 元 论 的 过 。 

我 们 看 到 ,宗教 改革 挑战 普 世 教会 的 权威 ,使 中 世纪 的 教 
会 自由 “裂变 "为 教派 自由 ,而 在 教 扳 纷争 与 妥协 中 ,又 内 教派 

自由 裂变 为 不 可 分 割 的 单位 , 即 个 人 自由 。 至 此 ,教会 已 经 被 
带 到 了 每 个 人 的 内 心 ,在 每 个 人 的 心里 .都 筑 起 抵御 国家 权力 
的 堡垒 。 当 霍 布 斯 式 的 世俗 政权 越过 教会 的 屏 麻 企图 干预 个 
人 的 宗教 生活 时 ， 就 遇 到 了 个 人 坚决 的 抵抗 。 由 “. 千 多 年 基 

督 教 传 统 滋 育 起 来 的 个 人 在 罕 矿 教会 的 保护 硬 壳 后， 已 经 能 

[1] 斯 宽 堪 范 : 世 神学 政论 论 》?, 第 259 页 , 另 见 第 128,.270 一 272 页 ;政和 治 论 $, 第 

3 和 丽 

二 3138 



够 撤 坚 执 锐 地 而 对 世 众 国家 的 权力 。 

在 志 惟 国家 不 断 扩 张 的 年 代 ， 态 史 传 统 开 始 表现 出 来 

强大 的 友 弹 万 量 。 攻 俗 国家 企图 控制 人 们 的 宗教 和 秘 生 活 

的 行为 缺乏 历史 的 传统 和 依据 , 筱 有 根基 , 新 教 所 培育 的 个 

人 人 蝗 由 精神 使 人 们 万 让 厌 垩 和 志 与 他 们 同样 基 有 原罪 和 在 精 

神 价值 上 并 不 高 于 他 们 的 世俗 统治 者 决定 他 们 最 珍重 的 信 

做 问题 和 宗教 牛 活 。 在 教会 权威 失 险 之 后 ,他 们 宁愿 将 原来 

由 教会 控制 的 领 感 变 为 自己 个 人 和 真 由 的 领域 ， 密 为 个 大 的 

权利 。 击 于 个 人 的 顽强 玉 抗 ,世俗 国家 为 统 - -宗教 所 作 的 努 

力 付 出 了 沉重 的 代价 。[L0 - - 些 世 俗 统治 者 出 于 实际 政治 的 

考虑 , 不 得 不 容忍 了 宗教 的 多 元 性 , 它 宣 告 了 世俗 国家 建立 

无 哇 权 力 企 本 的 失败 - 

在 个 人 停业 权利 的 局 时 , 从 中 和 诗 纪 政治 传统 咎 发 挥 出 来 的 

罕 政 思想 先是 由 反 宗 教改 革 的 天 主教 思想 家 所 倡导 , 作为 新 的 

专制 国家 权力 殉 解 毒 放 .而 后 又 被 新 教 思想 家 接 了 过 来 .对 国 

家 权力 的 规范 和 限制 与 对 个 人 和 白 册 的 伸张 相 辅 柑 成 , 一 方面 各 

回 不 断 坟 张 的 国家 权力 , 劳 -方面 为 个 人 挤 出 更 大 的 空间 。 

宗教 改革 是 间接 地 和 在 无 意 中 为 本 万世 界 带 来 了 自由 - 

起 初 , 新教 各 派 昌 然 坚持 自己 的 信件 自 由, 但 是 却 不 尊重 他 人 

的 自由 信和 侧 。 上 但 新 教 摧 绩 了 统 -的 神学 权威 , 带 来 了 许 驳 神 

[il1 三 十 第 上 凯 争 炖 中 和 砍 岗 和 了 过 一 半 人 人口 ,而 于 邮 表 异端 政策 而 造成 岗 大 最 秘 

民 ,不 坦 为 固 家 的 太 出 血 - 法 国 在 度 除 " 南 特 救 全 "前 后 的 半 个 区 纪 的 宗教 这 

吉 ." 其 后 果 且 把 100 万 最 优秀 的 .最 机 节 的 有 最 蔓 调 的 法 同人 具 洗 国 的 同 土 

上 上 赶 了 山 去 。  ( 塞 党 汞 ' 斯 氨 尔 斯 : 搞 伸 的 力量 #, 款 星 等 译 , 北 京 画 书 悄 出 

版 社 .2000 年 ,第 27 页 。) 

t24 基督教 即使 在 县 人 迪 害 的 年 代 里 . 如 柄 帅 二 个 世纪 , 它 昌 然 向 官 禁 要 求 信 抑 和 

良心 的 自由 ,位 友 设 有 特 这 冲 自 由 池 解 出 大 的 - : 般 梳 利 。 尼 抵 术 在 府 区 它 的 

迫 补 .人 恒 却 能 和 怠 接受 育 府 对 其 他 霜 主 的 迫害 、 在 它 得 势 的 此 区 ,已 经 表现 出 

对 其 他 教 诬 的 干 宽容 。 

二 只 = 可 二 

二 等 导 滑 六 是 葡 车 六 天 才 | 川 库 

3143 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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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权威 间 的 竞争 . 统一 的 上 帝 不 存在 了 ,每 个 人 心中 或 至 少 每 

个 教派 都 有 日 己 的 上 帝 。 为 了 上 利己 的 信 仲 获得 合法 地 位 ,或 争 

取 在 国家 中 取得 正统 信人 虱 的 地 位 ， 也 就 是 将 目 己 的 信 必 强加 

给 别人 的 税 力 ， 或 在 其 他 派别 取得 统治 权力 时 坚持 与 己 的 自 

由 ,新教 与 天 主 者 进行 了 一 个 多 世纪 的 残 醋 斗争 。 这 个 斗争 有 

时 允 与 新 教 内 部 各 庆 的 斗 第 相交 叉 。 欧 训 洛 国 被 过 教 纷争 折 

磨 得 精 闻 力 约 。 在 经 内 了 无 数 次 痛苦 的 经 历 后 ,在 一 些 新 教 诠 

曙 里 , 特别 是 经 常 处 于 少数 弱势 邮 位 的 加 乐 文 请 中 ,逐渐 形成 

一 种 意识 , 即 宗 教 上 的 一 理 是 不 可 能 的 ,甚至 也 昨 不 必要 的 ， 

宗教 信仰 的 真理 性 难以 在 世俗 社会 作出 裁决 , 达成 最 终 解 决 ， 

个 人 的 来 世 命运 只 能 由 他 自己 向 上 帝 儒 豆 。I0 人 们 不 仅 应 该 

自 再 地 信人 虱 上 上 帝 , 世 应 沪 有 权利 按 电 巴 的 方式 过 宗教 牛 活 。 这 

样 ,完整 的 案 教 自由 的 权利 恒 得 到 了 承认 ,从 各 演 所 坚持 的 月 

由 ( 特 轰 ) 中 此 展 出 一 般 性 的 目 由 权利 。121 

在 英国 清教徒 为 自由 而 进行 了 下 十 年 的 抗争 后 ,有 “政治 

上 的 加尔 文 主 交 者 ”之 称 的 洛克 ,， [31 发 表 了 他 论 和 宗教 宽容 的 

通信 ,其 中 盖 述 了 政教 分 离 的 思想 。 洗 克 认 为 ,政府 官 抽 无 权 

下 预 灵 敢 抒 救 问 题 ， 无 权 控 制 人 的 内 心 生 活 。 教 会 由 不 兵 有 

强制 性 权力 。 于 是 ,“ 和 掌管 灵魂 的 事 属 于 每 个 人 目 己 . 也 只 能 

留 归 他 自己 *。!L41 到 美国 建国 时 期 ， 罕 法 正式 确认 了 政教 分 

离 .把 宗教 信 你 完全 作为 秘 人 事务 ,政府 对 各 种 宗教 需 保 持 中 

立 ， 不 应 以 自己 的 权力 支持 或 压制 任何 一 种 宗教 。 完 法 修正 

案 (权利 法 案 ) 的 第 一 条 即 以 禁令 的 形式 肯定 了 信和 虱 自由 : 国 

[1] 关于 西方 宗教 宽容 的 历史 :请 各 见 J.BH. 信里 以 租 想 自由 虫 #, 第 五 站。 

f32]3 拓 平 教徒 站 栅 们 呈 有 迫 定 的 消 糙 派 的 土 王 二 ,对 于 具 护 尝 救 和 出 的 榨 利 由 异 葵 

糙 博 - 

[35]】 斯 全 请 特 症 克 的 《 改 府 论 3 丈 调 * 二 尔 立 载 沿 和 进 汇 的 栈 治 经 归 "。( 昆 下 :斯 角 

遇 : 现 本 政治 思 疙 的 娃 础 9, 第 5411 真 。} 

[4] 训 :这 宗 教 宽容 3, 只 云 让 译 , 商 务 由 书馆.1982 年 ,第 18 页 。 



会 不 得 制定 法 律 ,建立 逐 教 或 禁止 宗教 优 卯 自 出 : 

至 此 , 精神 领域 与 世 怡 领域 、 融 会 与 国家 前 分 离 才 真正 

实现 。 在 中 世纪 ,两 者 只 是 部 分 的 分 离 ,还 有 很 大 部 分 的 变 

又 -近代 的 世 格 化 过 程 推 琐 着 两 着 的 彻底 分 离 - 如 果 说 己基 

雅 弗 利 出 于 国家 利益 ,排斥 教会 对 现实 政治 事务 的 干预 , 路 

德 则 从 人 人民 的 宇 教 利益 出 发 ， 耕 定 了 教会 对 世 丛 事务 的 过 

分 着 人 .两 者 都 熙 向 于 载 会 与 国家 和 揭 大 程度 的 分 离 。 前 音 从 

国家 或 政府 方 商 排 动 更 大 的 分 离 ， 后 者 从 宗教 或 精神 方面 

推动 更 大 的 分 离 ,1 到 了 以 洛 兄 为 代表 的 日 由 让 兴 者 秆 里 ， 

让 足 点 上 败 生 了 相机 性 变化 , 他们 其 个 人 权利 的 立场 出 点 , 完 

碟 了 两 者 的 彻底 分 离 。 

对 军 教 舟 信 昼 自 由 程 利 的 承认 ， 是 将 上 帝 的 物 一 一 在 中 

世纪 为 教会 的 物 一 一 转变 为 个 人 的 物 的 关键 步骤 .1 然而 ， 

在 自由 主义 那里 .个 人 的 物 已 经 不 仅 局 限 于 宗教 信仰 的 权利 ， 

它 和 包括 其 他 一 些 世 恪 事 务 上 的 入 利 。 在 洛 吕 那里 ， 个 人 权利 

的 完整 表述 包括 “和牛 命 .月 由 和 和 财产权"”。01 其 中 自由 权 也 不 

限于 家 教 目 贞 的 售 义 。 弗 里 德里 硕 指 出 这 个 日 主 上 领 茂 主 

要 由 两 个 基本 的 方面 给 成 :日 由 的 宗教 信人 的 权利 和 财产 (最 

广泛 意义 上 的 ) 和 权利。 事实 上 ,洛克 所 用 的 “财产 裕一 词 有 时 

1 Sephen 网 .Febdman: Prose Dom 上 全 站 8 村 we 册 erpy 人 mafmbas， 用 TriOE 本 Ptary 可 

上 让 人 吕 六 在 由 本 rd 下 间 醋 本 Je .pp , 硬 3. 

[2] 阿 完 顿 说 :自由 根 产 于 .存在 于 锡 寺 国家 梭 力 任意 干 融 的 榴 人 内 部 领域 之 中 。 

对 和 良知 的 尊重 与 散 基 基 所 有 公民 自由 的 向 芽 ,也 总 芷 督 数 用 以 促进 白 由 的 方 

法 。 记 也 就 是 为 什么 说 站 欧 谢 ， 上 自由 晤 生 于 莉 会 写 攻 家 权力 的 相 蕊 对立 之 

中 - “1 阿 充 顿 以 榨 方 写 自 由, 第 310 站。 ] 

[3 上 在 更 广 径 的 弟 立 二. 洗 克 有 了 时 和 将 生 商 Ilives)l .自由 (Hbherniral 和 财产 (catate) 这 

三 个 术语 以 一 个 "所 有 可” (propedy) 概 合 来 概括 , 它 片 有 ”所有权 " (ownership) 

立意 ,也 有 ”财产 "之 章 。 有 有 时 “所 太 权 "其 世 括 “证 腰 ”。fo5ee John 1ncke ,Treatiara 

of overmmzment, Vi Iser-6.7 在 叶 启 芳和 县 菊 农 的 中 译本 中 ,pmperty 有 时 

评 为 "所 有 物 ”, 有 时评 为 "财产 "， 

+ 

普 可 志江 盯 辐 号 洲 大 山 | 噬 普 呈 册 硬 中叶 下 本 加 和 本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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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 生命 .月 由 权 以 及 对 幸福 总 尽 全 力 的 追求 。"[ 

如 阿 克 上 屯 所 说 “宗教 自由 是 世俗 自由 的 源泉 ”, 是 “所 有 

自由 之 妊 ”, 0] 宗教 信件 自由 的 实现 ,在 世俗 权力 之 网 上 斯 开 

了 了 一道 妃子 , 官 是 近代 个 人 所 享有 的 一 系列 自由 的 先导 ,其 他 

一 系列 个 人 权利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将 宗教 信人 权利 的 原则 活化 

到 世俗 事务 领域 的 结果 。 对 此 ,马克 斯 : 韦伯 指出 : 那 种 将 信 

全 自 电 不 公认 为 自己 的 权利 癌 时 也 是 所 有 人 权 简 的 信 剧 自 

由 ,; “是 原则 上 第 一 个 ……: 保障 免 玉 暴力 、 特 旭 蚌 不 受 国 家 暴 

力 侵 犯 的 生 由 “人 概 并 和 这 个 概念 的 还 有 其 他 人权 "、 

公民权" 或 者 "基本 权利 当 。03 

这 个 “并 人 ”的 过 程 是 怎样 实现 的 ?我 们 屋 有 见 到 韦伯 的 

曾 述 。 我 认为 ,首先 .新 教徒 将 关于 天 固 的 概念 投射 到 世俗 社 

会 ,影响 了 他 们 对 世俗 社会 关系 的 认识 。 在 中 世纪 ,对 生命 各 

财产 权 的 保护 就 贯穿 于 政治 车 争 中 ,但 在 那 时 ,这 种 斗争 主要 

是 在 封建 主 交 的 框架 内 进行 的 ， 搜 斗 的 对 象 属于 其 个 等 线 的 

特权 ,并 和 症 有 将 这 种 保护 上 升 为 一 般 的 抽象 原则 . 虑 为 -- 般 的 

权利 。 只 有 通过 在 争取 宗教 自由 权利 的 斗争 中 形成 的 国家 权 

力 与 个 人 极 利 到 其 相互 关系 的 观念 ， 生 命 和 财产 权利 才 有 上 晤 

能 .上升 为 - 般 的 个 人 极 利 。 其 次 ， 宗 教改 革 通 过 否定 教士 的 

桩 权 地 位 及 其 教 阶 制 ,通过 将 教 合 转变 为 信徒 的 大 会 ,遍布 于 

整个 社会 ， 从 而 使 新 教 控 制 了 社会 ， 将 新 教 精神 涂 人 社会 领 

墟 。 以 往 教会 与 国家 关系 集中 于 教 权 与 王权 的 关系 ,现存 ,让 

于 表 芋 与 平 信 徙 的 区 分 已 被 淡化 ,僧侣 消融 于 信徒 中 ,教会 十 

[1] 卡尔 - 工 弗 甲 施 证 希 : 越 办 的 正六 一 一 宪政 的 六 着 之 维 $ .第 73 责 。 

[2] 阿 和 名 局 :的 自由 与 权力 ?》, 第 御 .3 有 0 页 。 

131 上 闺 克 斯 韦 展 坟 弛 许 与 扩 会 3 下 郑 1 .第 5 页 。 哈 存 马 斯 志 指 出 :所 订 常 教 

自由 在 两 史上 是 第 一 个 私 大 自律 倾 域 . “( 暗 山上 斯 以 公共 领域 的 结构 转型 ?， 

育 卫 东 等 译 .学 厅 出 版 社 ,19955 年 .第 11 页 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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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 是 乎 信徒 , 教会 法 化 为 社会 ,于 是 ,传统 的 教会 与 国家 的 区 

分 扩大 为 社会 与 屿 家 的 划分 。 教 会 守护 的 领域 转变 为 公民 社 

会 的 领地 ， 而 信人 作为 信 逢 近 有 的 权利 就 扩大 为 作为 人 工会 

民 的 权利 。 

上 这 的 物 转 变 为 个 大 的 牺 并 进而 扩展 为 近代 一 系列 个 人 

权利 并 非 和 平实 现 的 ， 它 经 过 了 比 中 批 纪 鸭 政教 之 争 更 为 惨 

列 的 叫 杀 。 在 闭会 寞 字 的 领地 ， 人 民 与 不 断 膨 目 扩 张 的 殖 制 

二 梯 展 开 了 争战 .经 过 16 直 纪 的 宗教 战争 和 上 用 德 二 清教徒 的 

民 关 .17 世 红 的 英国 革命 ( 清 教 补 起 文 1 .1 地 纪 的 北 关 独 立 

战 委 和 法 国 大 革命 ,四 家 扩张 权 态 的 企图 章 到 奉 攻 , 上 上 帝 的 物 

永久 地 划 归 个 人 大， 而 恺 撒 的 物 也 从 专制 国王 转 到 人 民 集 体 于 

中 。 圣 此 ， 中 扯 纪 玻 教 二 死 化 权力 架构 已 经 演化 为 近代 问 由 

民主 收治 .基督教 二 元 政治 观 了 志 已 经 烧 变 为 近代 上 自由 主 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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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书 的 主题 对 许多 读者 来 说 可 能 比较 隔 条 ， 伍 我 个 人 对 

它 的 关注 忆 近 2 加 年 -在 1984 年 完成 的 硕 主 论文 4& 论 畦 格 尔 的 

国家 概念 4 中 .我 初 砍 涉及 到 在 当时 国内 学 术 界 鲜 为 人 知 的 白 

由 主义 政治 若 学 问题 。 我 以 为 ， 黑 格 尔 批判 和 赵 才 和 锯 由 主义 

的 努力 是 失败 的 , 但 他 对 自由 主义 向 池 的 把 握 无 疑 是 准确 

的 。1985 年 始 , 我 允 球 猎 了 当时 国内 很 少 有 人 溃 足 的 当代 基 

营 教 政治 盯 学 领域 。 这 些 早期 研究 促使 我 思考 基督 教 政 党 哲 

学 与 是 由 十 尽 关 系 问 题 。 王 后 ,我 发 艳 了 & 基 稼 教 政治 传 绕 与 

近代 上 自由 主义 和 一文 性 政治 学 研究 1989 年 第 3 期 ), 第 … 次 

对 这 个 主题 进行 了 探讨 。 限 于 当时 的 研究 条 件 ， 这 篇 文章 只 

能 说 握 出 了 一 个 思考 的 网 目 , 但 从 那 以 后 ,这 个 问题 便 - 直 没 

有 高 开 过 我 的 视野 .。 作 1996 年 出 版 的 & 西 方 履 治文 化 传统 # 一 

书 中 ， 我 有 机 会 将 该 文 程 出 的 想法 进 - : 步 展 开 论 证 .但 该 书 

的 任务 是 全 面前 述 西方 政治 文化 传统 ， 基 督 教 政 治文 化 与 再 

由 主义 关系 问题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， 所 以 不 可 能 得 到 

完整 条 统 的 论述 ， 

这 样 ,在 我 的 心中 ,一直 对 前 两 项 成 果 的 未 党 成 状态 怀 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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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k 入 球 灿 滑 F 硅 

一 种 址 情 , 并 希望 有 机 会 予以 弥补 。、1999 年 , 当 我 在 考 虐 博士 

论文 选 题 时 , 徐 大 问 先 生 证 持 的 多 卷 本 《西方 政治 思想 中 》 工 

程 月 动 , 蒙 先生 厚爱 , 命 我 桶 担 " 中 世纪 基督 教 政 治 思想 "一 卷 

的 任务 。 这 使 我 有 社会 对 中 世纪 上 旷 消 思想 作 :个 系统 的 人 九 

究 , 这 样 , 我 便 将 博 十 论文 与 该 项 目 结 合 在 一 起 , 以 了 却 我 的 

一 相 心 愿 。 

本 书 是 一 项 纯 学 林峰 究 。 它 县 到 好 奇 心 的 了 动 和 由 于 无 

知 而 产生 的 盖 愧 感 的 激励 ， 足 作者 认识 西方 政治 文化 核心 特 

征 的 一 个 党 试 ， 人 和 它 也 误 透 着 作者 的 大 生 感 悟 和 社会 关怀 ， 

经 过 20 余年 的 改革 开 训 ,我 们 已 经 培育 起 来 一 个 清晰 可 见 的 

上 册 在 世界 ,我 们 不 南 是 透明 的 水 晶体 ,也 不 贞 是 可 以 什 和 意 穿 透 

的 至 心 人 或 混 汪 不 分 的 实体 人 人。 为 了 守护 这 个 自 答 自爱 的 内 

在 世界 的 独立 与 清和 月 ,我们 已 经 付出 了 很 和 多 很 和 多。 然而 付出 

越 志 , 它 便 越 显 珍 鞭 , 越 不 易 放 弃 。 我 们 也 玫 始 撤 上 稚 嫩 的 甲 

壳 ， 不 再 是 任 人 中 贿 随 意 伸 峭 的 软体 动物 。 虽 然 这 个 稚嫩 的 

甲壳 已 多 伤痕 景 权 ， 但 层 层 竹 痕 使 它 意 加 坚硬 。 在 一 个 整体 

主义 文化 传统 的 氛 固 里， 最 早 -: 批 独立 的 政治 人 格 的 形成 蓝 

经 历 一 个 艰 壮 的 过 程 . 我 在 写作 中 经 常 闪 现 的 - -个 起 法 就 是 : 

或 许 那 些 正 在 品 莹 这 种 苦 有 的 读者 能 从 本 书 竺 到 一 点 慰 精 与 

鼓励 。 

国内 关于 基督 教 政治 哲学 的 研究 是 非常 瓣 弱 的 ， 而 关于 

西方 中 世纪 上 千年 的 政治 思想 ， 对 国 贞 学 界 来 说 还 近乎 讶 

了 区。 至 于 对 基督 教 政 治 哲 学 与 自 南 主 六 的 英 系 ， 笔 者 虽 甸 站 

力 搜寻 国内 外 文献 ,但 可 能 是 视野 有 限 ,至 今 仍 未 所 到 一 份 系 

统 的 研究 成 果 可 资 借 鉴 。 在 这 样 一 个 研究 基础 上 完成 这 个 蜗 

度 大 、 涉 猜 面 广 的 题目 是 : -项 非常 艰难 的 任务 。 如 上 本 人 学 

力 浅薄 ,所 以 文中 会 有 请 对 不 完善 不 谋 人 以 全 错 订 之 处 , 诚 请 

读者 原谅 并 不 音 赐 教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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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博士 研究 人生 学 习 期 问 和 在 本 文 的 气 作 过 程 中 ， 始 终 得 

到 业 师 徐 大 同 先 生 的 指导 和 特别 的 关爱 。1982 年 初 ,我 投 师 

徐 先 生 门 下 并 与 占 方 政治 思想 史 结 下 不 解 之 缘 ，20 年 来 ， 我 

能 够 在 这 个 领域 监 守 下 来 并 有 所 收获 ,是 与 先 牛 对 我 的 支持 、 

提携 分 不 开 的 。 芷 此 我 还 要 感谢 主持 我 的 论文 符 关 的 王 惠 岩 

先生 . 李 景 观 先生 . 打 一 涛 先生 和 商 建 先生 给 予 的 指导 。 素 未 

课 面 的 汗 宇 先生 关心 本 书 的 写作 并 为 其 出 版 竭诚 相助 ; 在 与 

作 过 程 中 ,我 的 圳 子 张 美 玲 龙 上 和 儿 寺 外 杨 时 时 给 予 关心 . 理 

解 和 无 私 的 帮助 ;我 的 好 和 友 嘉 柏 顺 博士 和 研究生 庞 金 友 . 郑 红 

等 人 也 为 本 书 付出 了 宝贵 的 劳动 ,这 都 基 令 我 感激 不 尽 的 。 

了 二 企 机 二 旦 二 下 

点 日 云 

2001 年 二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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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蘑 建 煌 未 上 人 夺 

可 | 

直 业 本 于 全 只 
引 艇 后 1 [= 

下 二 本 于 二 全 -全 必定 证 地 下- 二 

是 - 相 5 趟 巴 取 本 本 本 下 虐 

当前 , 在 海内 外 华人 学 者 当中 , -个 呼声 正在 兴起 
它 在 诉说 中 华文 明 的 光盘 历程， 它 在 争 估 中 国学 术 文 化 的 独 
立地 位 , 它 在 呼喊 中 同 优 郑 知识 传统 的 复兴 与 贞 盛 , 它 在 日 益 
清晰 而 明确 地 向 人 类 表明 :我 们 不 个 要 自立 二 志 愉 民 族 之 林 ， 
把 中 国 建设 成 为 经 济 大 国 和 科技 大 国 ,我们 还 要 群策群力 , 力 
争 使 中 国 在 21 世纪 变 成 真正 的 文明 大 国 . 思 想 大 国 和 学 术 大 
国 。 

在 这 种 令 人 鼓舞 的 气氛 中 ， 三 联 书店 荣幸 地 得 到 海内 外 
关心 中 国学 术 文化 的 朋友 和 们 的 帮助 ,编辑 出 版 这 父 《 二 联 … 险 
佛 疗 京 学 术 共 节 》， 以 为 华人 学 者 们 上 述 强劲 咏 求 的 一 种 纪 
录 ,一 个 回应 。 

北京 大 学 和 中 国 社会 科学 院 的 一 些 著名 专家 、 教 授 应 本 
店 之 邀 ,组 成 学 术 委 员 会 。 学 术 委员 会 完全 独立 地 运作 ,负责 

审定 书稿 ， 并 指导 本 店 编 辑 部 进行 必要 的 上 工作。 每 一 本 专车 
| 书 尾 , 均 刊 印 推荐 此 书 的 专家 评语 。 此 种 学 术 质 景 责任 制度 ， 
， 将 尽 可 能 保证 本 丛书 的 学 术 品格 。 对 上 以 季羡林 教授 为 首 的 

本 从 书 学 术 委 员 会 的 伴 勤 工作 和 和 高 度 责任 心 ， 我 们 次 为 钦 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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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 开 谢意 。 

推动 中 国学 术 进 步 ,促进 国内 学 术 和 户 由 , 误 励 学 罚 进取 换 

索 , 是 为 三 联 书 赴 之 一 由 狼 肯 。 和 硕 望 在 中 国 日 疹 井 放 、 进 步 、 

党 盛 的 氛围 中 , 在 海 内 外 学 术 机 构 、 热 心 大 士 ,学 春 先 进 的 坟 

持 帮 助 下 ,更 密 地 出 版 学 术 和 文化 精品 1 

生活: 该 书 -新 期 - 联 书 隔 

一 九 九 士 年 五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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